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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陪伴14位烈士

三代人守墓七十载

时间回到 1860 年的北京圆明园，在
一次清朝皇家庆典上，京剧水袖与湖中
水景合成了亦真亦幻的繁荣景象。突然
一声炮响，圆明园内腾起烈焰，一场“世
界级”大火熊熊燃烧⋯⋯经过 5 年的全
域实景建设和 500 名演员的生动演绎，
不久前，国内首部大型实景电影——《火
烧圆明园》在地处浙江金华的东阳市横
店圆明新园成功试演。

横店，这个荒山村里的文化帝国，聚
集了 700 多家影视企业，累计拍摄影视
剧43000多部（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
级影视产业实验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
视拍摄基地，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好莱
坞”。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横店巨大的
变化，离不开一位 80 多岁依然充满梦想
的传奇人物——徐文荣。

想造梦
敢想敢做 缔造传奇

曾经的横店，是浙中一个不起眼的
贫穷小镇，建成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四
处是荒山荒坡，年人均收入仅为 75 元。

“出门望见八面山，薄粥三餐度饥寒”，是
当地人生活的写照。

未来之路怎么走？1975 年起，横店
人开始创办手工作坊式的缫丝厂。徐文
荣，这个横店模式的缔造者，以缫丝厂为
开端，之后用“母鸡下蛋生小鸡”的办法
以厂办厂，1990年组建横店集团。

1993 年，徐文荣突发奇想，想要发
展文化产业。“一个地方想要真正富裕起
来，单靠发展工业是不够的，只有靠文化
才能彻底改变现状。”徐文荣坦言，那时
他就是想把横店“装修”一下，“装修”的
材料就是文化。

然而，对于这位自称只有小学文化
水平的农民，很多人最初并不看好他提
出的文化产业构想。

1995 年，著名导演谢晋在全国各地
为影片《鸦片战争》选景，却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地方。最后，“病急乱投医”的他
回到原籍浙江，考察了正在搞文化产业
的横店。虽然并不知道谢晋是干啥的，
但得知此片是为迎接香港回归而筹备，
徐文荣当即向谢晋导演许诺：别人用一
年，我用3个月建好影视基地。

第一天签协议，第二天看现场，第三
天就动工。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徐文荣
派了 120 支工程队同时进山，每支造一
栋房子，不论白天晚上、下雨下雪都不停
工。3 个月后，建筑面积达 6 万多平方米
的“19 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落成。
此后，徐文荣更加坚定了将文化产业做
成横店招牌的念头，他借机开始了文化
与影视的联姻，又相继建成清明上河图、
明清宫苑等一系列影视拍摄基地，成为
了世界级的影视拍摄实景基地。

2000 年，横店影视城“免场租政策”
开始执行，众多剧组涌向横店。在徐文
荣的引领下，横店形成了“带着本子来，
拿着片子走”的发展模式，这个“地图上
找不到的小地方”，在中国影视产业的发
展史上烙下了属于自己的坐标。

敢追梦
坚持初衷 兑现诺言

2001 年，徐文荣退休了，但他心里
却一直有个未完成的夙愿。他说，“这一
生最大的文化梦想”，就是“复活”圆
明园。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徐文荣脑海中
就勾勒出了建设圆明新园的想法。当
时，横店内的广州街开业后广受好评，他
就想，能不能照这种模式重建一个圆明
园 呢 ？ 这 个 想 法 在 当 时 并 没 有 立 即
启动。

2005 年，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的
《1860:圆明园大劫难》触动了徐文荣。
在他看来，圆明园被洗劫是中华民族的
耻辱，现在法国人都承认错误了，为什么
不重新建起来呢？“当时我遗言都写好

了，圆明新园没建好，下一代要帮我建。”
徐文荣回忆道。

为了能与圆明园实景更接近，徐文
荣收集了海内外大量珍贵的文史资料，
包括完整的圆明园建设图纸。相关工作
人员还到圆明园遗址实地丈量，并在多
名文史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先后设计了
57张图纸，以最大限度、原汁原味地恢复
焚毁前的圆明园。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圆明园除
了残垣断壁，还能留给人们这样一个伟
大 的 发 现 ： 北 京 圆 明 园 遗 址 记 录 着
1860 年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横店圆明
新 园 的 建 成 ， 重 现 她 昔 日 的 辉 煌 。”
2007 年，徐文荣这样承诺。经历了持
续多年的复建争议、社会各界的指责、
有关部门的叫停、民间投资的融资难题
等，如今，他已兑现诺言，以 1:1 比例
再造了北京圆明园的大多数精华景观。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文化+科技”
的新模式为园区注入了创新动力。《火
烧圆明园》 将历史高度还原，唤醒每一
位华人心中的家国情怀。当灯光在观众
席前铺开，金碧辉煌的皇家气象、热火
朝天的英国工业革命、火烧圆明园的旷
世大火，每一场演出都在交错的空间内
同步呈现，玩转“实景电影”中的“蒙
太奇”。

徐文荣认为，在 21 世纪的今天，
审视历史、正视历史是民族复兴、文化
自信最好的体现，“在世界舞台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想。
下一步，我想让圆明新园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走进圆明新
园，感受中国以前的辉煌，领略中国现
在的光彩”。

能圆梦
社团经济 受惠者众

横店人习惯称呼徐文荣为“老爷
子”，不同于很多在其他城市设立公司总
部并逐步拓展版图到海外的企业家，他
年复一年地坚守在这里，用他自己的方
式，一点点地改造着横店。

“没有徐文荣，就没有今天的横店。”
当地人蒋师傅今年 55 岁，是横店的三蹦
子司机。“以前横店是最穷的，现在比以
前真是好太多了。”之后，他把“好太多
了”这四个字又重复了好几遍。

徐文荣告诉记者，横店模式的核心
是社团经济，宗旨是四共——共创、共
有、共富、共享。“企业壮大了，我们希望
让横店百姓富起来。”徐文荣说。

这份“让百姓富起来”的决心，源于
徐文荣创业时的一幕。1975 年，缫丝厂
开工当天，为了争夺 238 个招工名额，他
家说客盈门。当时，他就暗自承诺：要让
更多的横店人到工厂上班，脱离贫困。

近 40 年来，徐文荣不仅是在经营几
家企业，更是在经营整个横店。如今，82
岁高龄的徐文荣对横店的建设依旧抱有
雄心，他决心把横店建成“影视名城、休
闲小镇”。在过去 20 多年中，横店集团
先后出资 50 多亿元，改河、造桥、建路、
绿化、造自来水厂、建环保工程。住宿、
餐饮、旅游⋯⋯这个小镇有了众多衍生
产业，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

造梦、追梦、圆梦，在这位耄耋老者
眼中，梦想永远在路上。如今，他又有了
新的梦想：“我希望横店镇成为世界上最
美的小镇。”

徐文荣：

横 店 八 旬 老 翁 爱 追 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平

人物小传

徐文荣，1935年3月出生于浙江东阳市新东村，曾任横店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并担任过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等职。目前，徐文荣一手打造的横店已建成

11个影视拍摄基地和1座国内规模最大的摄影棚，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好莱坞”。

又近清明时。逝者远，生者念，祭奠英烈的人群络
绎不绝。

在云南省禄丰县甸尾烈士陵园内，一位退伍老兵手
捧雏菊，肃立默哀，之后掏出一方帕子，小心擦拭着烈士
墓碑文，伫立良久。他名叫杨学诤，是昆明铁路局广通
工电段的一名普通职工。自 1995 年从西藏军区教导大
队退役到成昆铁路工作，22 年来，他每年都坚持祭扫成
昆铁路的铁道兵烈士陵园。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闪
耀着历久弥新的光芒，一直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铁
路人。”杨学诤说，“养护好成昆铁路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在艰难困苦的年代，超过 2100 名成昆铁路建设者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昆铁路沿线分布着22座铁道兵烈
士陵园，云南省境内 339.6 公里成昆铁路上就有 10 座这
样的烈士陵园。今年45岁的杨学诤，先后在成昆铁路干
过线路工、桥隧工等工作，对铁道兵产生了敬意。杨学
诤立志要为修建成昆铁路牺牲的铁道兵英烈著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道兵烈士的碑文慢慢变得模糊
不清，为了让碑文能永远地传承下来，杨学诤利用工余
时间，同健在的老铁道兵一起，用 2 年时间，深入云南境
内 10 座铁道兵烈士陵园，用手和笔把英烈碑文抄写下
来，整理了一本《云南境内牺牲的铁道兵烈士实名录》，
把英烈的生平简介完整保存了下来。

22 年来，杨学诤还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大量当年的
铁道兵，整理并撰写了散文集《小站情思》和纪实文学

《成昆铁路》，用 20 多万字记录了铁道兵烈士的英雄故
事，为人们了解铁道兵、研究铁道兵、纪念铁道兵留下了
宝贵的资料。

“只要我还能走动，每年都要到烈士陵园中祭奠英
烈。”杨学诤说。在杨学诤的带动下，每年清明节，昆明
铁路局都会组织职工对成昆铁路沿线的铁道兵烈士陵
园祭扫，并在铁路养护中弘扬铁道兵精神。

清明祭英烈，共铸中华魂。
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建于

1948年。这里安葬着淮海战役前为解放凤台而壮烈牺
牲的 14 位革命烈士。烈士陵园建成后，当地村民李文
传便义务担负起为烈士守墓的任务。这一守就是 55
年。当时的墓地只是一两亩荒滩，多年来李文传坚持
在墓地旁添土植树、精心守护，让烈士安然长眠。2004
年，李文传病逝前拉着与他共同守墓的二儿子李学成
的手，反复叮嘱：“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亲人，一定要
守护好。”李学成毫不犹豫地接过父亲的“衣钵”。

原先的烈士陵园占地面积小，清明节前来瞻仰烈

士的人越来越多，旁边地里庄稼常常被踩踏，李学成
主动要求把自己家的好田地与其对调。烈士陵园只
有李学成一个管理员，他动员全家人一起帮忙。他吃
住在陵园，学习地方文化、历史、军史，讲好烈士故事，
传承烈士精神。其子李杰跟着他守墓也有 14 个年
头，祖孙三代守墓已近 70 年。“将来父亲干不动时，我
要接过接力棒，把烈士墓继续守护下去！”李杰说。

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几经扩建，目前占地 12 亩，
拥有树木花卉近 10 万棵，发展成集路、桥、亭、林、门、
碑、雕、馆于一体的现代化革命烈士陵园，成为安徽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 彬摄影报道

←↑ 3 月 29 日，安徽淮南市凤台县
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里，53岁的管理员李
学成正向凤凰镇中心学校小学生讲解烈
士的英雄故事。

日前，在云南省禄丰县甸尾烈士陵园展馆内，杨学诤
（左一）给前往瞻仰的单位职工介绍铁道兵烈士事迹。

“学历不高水平高，个子不大本
事大，不是亲人胜亲人”。这句山东
省莱西市夏格庄镇乡亲们口中的顺
口溜，说的是该镇张家疃村的女乡
医尹焕云。

上世纪90年代，有感于医疗条
件差、村民看病难的状况，出身农家
的尹焕云立志学医。1993 年，尹焕
云考上了泰安卫生学校。1996 年
毕业后，她放弃了分配到城里大医
院的工作指标，毅然回到村里当起
了“赤脚医生”。

以前缺少乡医，负责的地方又
大，尹焕云就骑着自行车上门巡诊，
跑遍了半个乡镇的 30 多个村。几
年过后，两辆自行车坏了，她就换上
电动车。尹焕云对每个村庄的情况
都很熟悉，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
哪些药物过敏，她的心里都一清二
楚。20 年过去了，许多村民都把她
当作了亲人，平时一有需要，都会第
一时间找她。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以来，每天上
门就诊的病人非常多，半夜出诊也是
常事。一个凌晨，沙岭村两位村民用
力敲门，大喊村里有人服了农药。劳
累了一天的尹焕云急忙起床，向他们简单了解情况后，背起
急救药箱，骑上自行车赶到现场抢救病人并及时把病人送到
卫生院，最终病人得以脱险。对此，她从无怨言：“遇到急诊
和不方便出门的病人，肯定要出诊，这是分内的事情。”遇到
雨雪天，即便是到30里外的村子，她都坚持出诊。

十里八村的一些老年病人，常年需要上门服务，作为
当地的乡村医生，尹焕云又主动担起了义诊的任务。虽
然工资不多，但看到有困难的家庭，她“还是想伸手帮一
把”。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多年来，她为困难家庭
垫付的医药费至少有4万元。张家疃村一名老人长年患
有严重的风湿病，家庭条件也不好，尹焕云每天坚持上门
免费为他针灸，还自己掏钱为他买药。几年过去了，老人
的慢性病得到了缓解，提起尹焕云，他一个劲说好。

20 年来，尹焕云共接诊病患一万多人次，出诊数千
人次，没有一例误诊。尹焕云被评为青岛市“最美乡村医
生”，今年3月份又被评为“感动莱西”道德模范。

↑ 第一代守墓人李文传获得的荣誉。
↓ 3月29日，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里，

管理员李学成在清洗石碑。

有 梦 不 在 年 高
杨开新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
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
回”。这首侧面记录追梦者的歌曲，出
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期。当时，正是
徐文荣事业转型的关键期。

又有谁规定“爱追梦”者只能是年
少时呢？徐文荣突发奇想，要在“出门
望见八面山，薄粥三餐度饥寒”的荒山
坡搞文化产业时，已经年近六旬了。

有梦就追。在徐文荣的眼中，梦想
永远在路上，认准目标就要努力去实

现。所以，他初心不改，遇到困难便咬
牙坚持，年复一年地改造着横店的一
切。功夫不负苦心人，横店成为了世界
级的影视拍摄实景基地，他的梦想实现
了，横店也成为许多演员特别是“草
根”演员的追梦之处。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
长百岁”。人生志向也就是人生梦想。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文荣，仍然有新
的更高梦想。虽然模式难以复制，但他
的坚持值得我们喝彩。

退伍老兵杨学诤：

为 筑 路 英 雄“ 留 名 ”
本报记者 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