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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银华

日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问苍茫》，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完。
这部由莘县籍演员王仁君领衔主演的
电视剧，首次聚焦 1921 年至 1927 年间
青年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早行者”到“开
拓者”的历史性转变，讲述了以青年毛
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以百折不
挠的精神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
程。

出于对伟人的敬仰和对红色文化的
热爱，看完这部电视剧后，我深深地被青
年毛泽东的家国情怀所感动，被他勇于
开拓、百折不挠的精神所震撼。

善于宣传、乐于实践的毛泽东，在
参加完中共一大后带着对中国革命之
问、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问，不知疲倦

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故乡，他向弟
弟妹妹们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引导他们逐步走上了艰辛的革命征途，
这些做法无疑是他坚信自己所选道路
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最好证明。在安
源，他深入条件极其简陋的矿井中，目
睹了矿工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工作状
况和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一幕幕场景
触目惊心，让人震惊，这种深入调研的
实践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为了和党内
不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深入调查研
究，写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因被陈独秀否决未能在党内刊物
上发表，最后发表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
军司令部创办的《革命》上，引起热议。
这种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多么
难能可贵。

彼时的中国和年轻的共产党该何去

何从？《问苍茫》比较客观地展现出现代革
命史上曾经出现的多条道路：一是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路线和“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二是以蒋介石、汪
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路线，三是
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路线，四
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青年毛泽东不畏艰险，不惧强权，勇
于探索和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只为
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他
立足中国实际，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道路，披荆斩棘，百折不挠，领导中国革
命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电视剧最后一
集，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到车站与毛泽东
话别时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你毛润之
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
走出来的。”

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找到工农革

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革命形势
严峻无比，各方势力彼此博弈。电视剧

《问苍茫》相对完整地呈现了这段纷繁复
杂的历史，让百年前的革命史呈现在荧幕
上，引发了广泛共鸣。该电视剧不仅让观
众感受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
让大家进一步明白了自身的使命担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
们又该如何从青年毛泽东的创业、成长、
找路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走好属于
我们的人生之路呢？我认为，唯有践行
好“三个务必”，勇于开拓，百折不挠，才
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
出新的更好的答卷。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单位：莘县莘亭街道伊莘园小学）

勇于开拓 百折不挠
——电视剧《问苍茫》观后感

1月7日，茌平区贾
寨镇耿店新村乡村阅读
书房，村民在阅读自己
喜欢的图书。

近年来，贾寨镇利
用各村农家书屋、乡村
阅读书房，开展亲子阅
读、老人听书、全民阅读
等活动，让乡村书屋成
为村民阅读的好去处。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摄

本报通讯员 郭凯顺 张欣 李昕

1月6日傍晚，阳谷县阿城镇孙楼
村附近的村民三五成群地往该村的“军
哥大舞台”会集，等待着看精彩演出。

每逢周六傍晚，阿城镇孙楼村的文
化广场就热闹起来，聚光灯亮起，村

“角”乡“星”欢聚一堂、同台献艺，一个
个有“土气”、冒“热气”的节目，赢得观
众的阵阵掌声。

“有趣、有益、有观众”是孙楼村创
办“军哥大舞台”的初衷。“军哥大舞台”
每周六晚定时开场，逢重大节日还会再
增加演出场次，开设节日专场。一开始
参加活动的只有本村的文艺爱好者，随

着“军哥大舞台”文化品牌的打响，演出
办得越来越红火，影响越来越广泛，周
边村庄、乡镇的文化爱好者渐渐参与进
来。目前，每场活动的志愿者和群众都
有四五百人。

2023 年以来，“军哥大舞台”已经
举办了40余场，参与群众2万余人次，
成为农村文化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现在咱老百姓的生活好了，对文
化生活的要求也高了。自从组织了‘军
哥大舞台’，村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充
实，也给热爱表演的老百姓提供了展示
才艺的舞台。大家演得开心，看得高
兴！”作为“军哥大舞台”的组织者，孙楼
村村民朱华军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阳谷县积极响应和践行新
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号召，努力打造乡村
文化品牌，依托乡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和
文艺爱好者，组织乡镇（街道）开办乡村
文化大舞台，培育村“角”乡“星”，乡村
文化振兴“大戏”越唱越精彩。

通过选“角”捧“星”，阳谷县已形成
四大文化品牌，除了阿城镇孙楼村的

“军哥大舞台”外，还有博济桥街道龙虎
寨村的“百姓大舞台”、阿城镇阿东村的

“豫韵畅想 阿城有戏”以及金斗营镇的
“文化进万家”。

每到节假日，村“角”乡“星”纷纷
登台献艺，美妙的歌曲、欢乐的小品、
优美的舞蹈……一方小小的舞台呈现

了一场场高质量的乡村文化盛宴。村
“角”乡“星”以文化为媒，展示了乡村
新生活、新面貌、新风尚，唱响了美丽
乡村新乐章。

目前，在这四大文化品牌的带动
下，阳谷县越来越多乡村文化能人、民
间艺人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加入了乡
村文化大舞台的表演队伍，群众真正成
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主角和乡村文化建
设的受益者。阳谷县将继续精心打造
文化大舞台，创建更多文化品牌，掀起
覆盖面广、参与度强的群众文化活动热
潮，营造“乡‘星’璀璨、村‘角’红火”的
盛景，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激
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村“角”乡“星”唱振兴

悦享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