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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掩映的楼宇，在炎炎夏日里滋生出一份
特有的清凉；浩瀚恢弘的卷帙，让焦躁忙碌的心
灵升腾起一种别样的宁静。

2018年暑假来临之际，为更好地丰富孩子们
的暑期生活，让孩子们的身心沐浴在有着悠长久
远历史的档案文化之中，江苏省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江苏省档案馆张开了臂膀，热情迎来
了许多的小学生、小记者，为他们掬起了一捧又
一捧沁人心脾的文化清泉。

作为江苏省首批免费开放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江苏省档案局十分重视发挥省档案馆在爱
国主义教育和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方面的积极作
用，每年都要利用寒暑假等时机，举办夏令营、小
小档案员评选等活动，弘扬档案文化特别是红
色文化，普及和增强全社会的档案意识。今年
暑假到来之际，江苏省档案局相关业务部门就
提前筹划，周密协调，精心制定了夏令营实施计
划。7 月 16 日至 17 日，由《南京日报》社和《现
代快报》社组织的近百位小记者和老师、家长，
到省档案馆参加了“档案伴我成长”暑期档案夏
令营活动。

兰台撷趣

一路参观，一路探秘，一路学习，一路收获。
《南京日报》小记者陈绪带着“档案馆是什么

地方？它有什么作用？”的疑问和好奇来参加夏
令营活动的。在省档案馆的机要重地——档案
库房，他看到工作人员戴上白手套，取出了一本
蓝色的档案，小心翼翼地打开给大家看。原来，
这是一套保存完整的清代古诗文集。“大家现在
看到的这些，都是南京的史记，这些书籍能保存
下来很不容易，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记录了当时
南京山、水、城的来龙去脉。”小陈绪情不自禁地
自语：“噢，原来是这样啊。保管档案的学问可
真多，保存至今可真不容易。”

省档案馆查档接待大厅曾连续多年获得省
级青年文明号和巾帼示范岗光荣称号，工作人员
为小记者们介绍了档案的查阅变化：“传统利用
档案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到工具室查目录、卡
片来查找你需要的档案。现在利用档案的手段

现代化了，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电话查
询。档案馆的大门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欢迎同
学们常来档案馆走走。”

在缩微室和修复室，小记者们停住了脚步，
团团围住了工作人员，对于档案的修复大家听得
非常仔细，有的做笔记，有的照相，有的认真研
究，有的互相讨论。孩子们的求知欲望感动着档
案馆的工作人员，当工作人员拿出两张薄如羽纱
的透明蚕丝绢布送给小记者们做纪念时，大家如
获珍宝，小心翼翼生怕弄坏。

小记者们饶有兴趣地学习档案修复知识

为了让小记者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省档案馆结合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
专门邀请军史专家利用馆藏档案为孩子们开讲

《档案揭秘淮海战役》。小记者们还幸运地观看
了一卷能存下2000 多张图片的缩略胶片，学习
了如何检索档案和建家庭档案等知识。“没想到
档案馆这么好玩有趣，这次活动我的收获太大
啦！”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小记者韩雨洁兴奋地说。

精彩亮点

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夏令营”活动曾是全国
省级档案馆首创，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形成了
一定的品牌效应。今年的活动内容在原有基
础上又不断推陈出新，有着一个个可圈可点的

新亮点。
亮点一——一套好读物。江苏省档案馆有

关业务部门精心准备了《走进档案馆》《档案你我
他》《家庭档案大比拼》三本宣传手册赠送给每一
个来参加夏令营活动的中小学生。《家庭档案大
比拼》还结合孩子们的心理和兴趣特点，融合了
时下流行的《喜羊羊》系列卡通片中的时尚元素，
通过深入人心的动物形象，绘声绘色地讲解和普
及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被人们忽略的档案
知识。

亮点二——一堂好讲座。这次档案夏令营，
省档案馆紧紧围绕革命传统教育这一主旋律，推
出了由省馆军事专家精心构思和讲解的《档案揭
秘淮海战役》，以影像档案的独特视角，绘声绘色
地讲解了发生在70年前那场牵动亿万民众神经
的大决战，富有情感传染力的
讲课不时地伴随着孩子们“哇
噻”的惊叹和尖叫声，那一幕
幕场景在孩子们的心中必将
留下难以忘怀的瞬间。《南京
日报》社小记者团的带队王老
师由衷点赞：“《档案揭秘淮海
战役》是档案馆送给同学们的
一顿精神大餐，当有关淮海战
役历史的幻灯片打出来时，整
个多功能厅鸦雀无声，那可歌
可泣的感人场景折射出来的
革命先烈的光辉风采，令小营
员们深深地感动，爱国的种子
已经悄悄地埋进了孩子们的
心田。”

亮点三 —— 一 个 好 习
惯。这次夏令营在原有基础
上专门推出了“家庭档案整
理”知识讲座，帮助小记者们
养成收集和整理个人档案的好习惯，并增加了互
动环节，许多小记者都铆足了劲，争相举手抢答
问题，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南京市鼓楼区第
一中心小学的黄旖棋说：“制作家庭档案一定会
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许多方便。通过整理
个人成长档案，我感觉自己会变得更有条理，档

案也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放飞希望

这次暑期夏令营活动尽管时间不长，但社会
反响强烈，正如《走进档案馆》小册子扉页上印着

的A.J.克朗宁的诗歌中所说的那样：它是一扇有
益之门。

暑假是孩子们走出教室、关心时事、拓宽视
野的最好时机，参加“档案伴我成长”夏令营活
动，一起来和江苏省档案馆零距离接触，在这样
一次与档案亲密接触的活动中，孩子们不仅在人
生旅程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在心灵深处也
播撒下一颗挚爱档案的种子。许多平日埋首书
本无暇参加社会实践的小记者们深深体会到：

“档案就在我们身边，档案里的内容就靠我们自
己书写。”

档案夏令营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档案的奇妙
故事一定还会不断书写。江苏省档案馆用它厚
重的史籍和绵延的文化，仿佛在孩子们的面前不
断打开一扇扇能看见别有洞天风景的门窗；仿佛
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注入一股股纯净的宁静清
泉，让孩子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畅快遨游；更
仿佛为孩子们插上了高飞的翅膀，让他们在今后
的岁月里懂得瞭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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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档案记忆讲好楷模故事
——写在电影《赵亚夫》公映之际

“没有太多的言语，只有深深的足迹，一片片
智慧的心血，润泽了乡村土地。”

随着歌曲《让幸福成熟在果实里》悠扬的音
乐从遥远天际传来，“赵亚夫”的身影开始渐渐映
入观众眼帘：一副眼镜、一只背包、一个背影、一
双泥鞋、一排脚印。跟随他坚实的步履，观众也
一步步走进了这位平凡但不平淡的老人……

近日，由江苏省档案局、江苏有线、江苏句容
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江苏星瑞影业公司联合拍
摄的电影《赵亚夫》在全国公映，江苏省委组织
部、宣传部、省级机关工委、省教育厅、省扶贫办
和省档案局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
各地各单位（部门）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
影片，鼓舞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弘扬楷模精
神，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奋斗使命。

心系农民的楷模

亚身甘做三农友，报国堪称一丈夫。
电影《赵亚夫》的原型赵亚夫，今年已经 77

岁高龄，1941年出生在江苏常州，1961年参加工
作，2001年退休，是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镇江农科所原所长、党委书记。

50多年来，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
致富百姓作为毕生的追求，带着情怀为农民办实
事、办好事、办幸福事。他扎根茅山革命老区，全
身心“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
现农民富”，与农民一道艰苦探索，通过科技兴
农、以农富农，带领数十万老区农民实现了“小康
梦”，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为全国优秀领导干
部，并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
工作者、全国扶贫先进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时
代楷模”等荣誉称号。

“时代楷模”赵亚夫

赵亚夫一心为民的情怀、一路为民的印履，
深深地烙进百姓心头，定格成永恒的记忆——

他坚持致力于农业科技成果研究、普及、转
化以及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把兴农富民
作为不懈追求。1986年，他带着20棵草莓苗到
白兔镇种植成功，老区第一批楼房竖起来了；
1989年，他带着巨峰葡萄到春城镇试点，带动发
展了周边 3000 多亩葡萄园，1 万多农民受益；
2002年，他退休来到句容戴庄搞综合型有机农业
合作社试点，利用5年时间，就把戴庄从最穷的
贫困村变成了“小康村”，创立的“戴庄模式”坚定

了农民对脚下土地的信心。戴庄经验成功推广
到周边的丹阳市杏虎村、丹徒区五塘村等地。他
将近百项农业科研成果教会了农民，在茅山老区
累计推广种植了应时果品250万亩，直接给16万
农民带来了200多亿元的收益，圆了革命老区百
万农民的致富梦、小康梦、幸福梦。

他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有了体
面的职业，让农业成为高效的产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汶川地震后，他援川 3
年，先后18次飞往绵竹，培训农民200多人，增加
效益3亿元，成为东部支援西部的成功典型。他
培养科技骨干、培育新型农民，编写了多达百万
字的农业科普读物，累计免费培训农民30多万
人次。他不求个人升迁、不图个人名利、不计个
人得失，是一个“不拿一分钱的顾问”。他主持、
经手的项目经费数以千万计，但坚持不收指导
费、不收培训费、不搞技术入股的“三不”原则。

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始终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一个农业科
技工作者的担当，把“为农民服务一辈子”作为自
己毕生追求。无论是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还是担
任领导职务，乃至在退休后，始终与老区人民保
持血肉联系。他常年不辞辛劳，不顾体弱多病，
帮助农民普及知识，推广农产品，每年总有 200
天以上的时间忙碌在田间地头，双脚沾满泥土。
为方便指导和农民联系，他把名片发到农民手
中，手机里存下 200 多个农民种植专业户的号
码，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要致富、找亚夫，
找到亚夫准能富”成为当地百姓口头的民谣。

2014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镇江时
对他高度评价，“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
农民销，实现农民富，赵亚夫赢得了农民的爱
戴。‘三农’工作需要一大批这样无私奉献的人”。

众志成城的力作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期
待榜样的引领。礼赞英雄、宣扬楷模，从来都是
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和不竭源泉。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者会议中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
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
个根本方向。赵亚夫同志是新时期全国“三农”
领域的重大典型，是全国“时代楷模”，充分挖掘

“亚夫精神”的内涵实质，真实、艺术地再现赵亚
夫同志先进事迹，有效发挥其教育引领作用，就
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江苏省委于2014年专门作出关于向赵亚夫

同志学习的决定，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了对赵亚
夫同志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活动，江苏省档案局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决定要求，开展了赵亚夫同志档
案的征集和建档工作，并牵头推动江苏系列名人
电影《赵亚夫》的筹备和摄制。

电影《赵亚夫》摄制组从组建伊始，就确立了
要真实、艺术、生动地反映赵亚夫同志先进事迹
的宗旨。在剧本创作阶段，导演冯新民和编剧多
次与赵亚夫及村民进行了广泛交流，深受触动：

“赵老的事迹真实感人，他确实是当代共产党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代表。采访越深入，
心里越感动，情感越投入，我们拍好影片的信心
也更足。”

饰演赵亚夫的演员何政军

饰演赵亚夫的演员何政军出身于军人家庭，
因出演电视剧《亮剑》中的赵刚政委而深受观众
喜爱。为了塑造好赵亚夫这个角色，何政军多次
拜访赵亚夫，并到赵亚夫工作过的田间地头、菜
园果林，体验赵亚夫的工作细节、生活习惯。随
着了解的深入，何政军对赵亚夫充满敬佩：“他的
人生虽然没有什么大波澜，但是50年如一日献身
农业、服务农民，这真的很难得。他对农民的这份
大爱是骨子里的。”“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口号式
的语言，我就是想用平实的细节，把赵老塑造成一
个站在地上的人物。”何政军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
表演，使赵亚夫的荧幕形象生动饱满、有血有肉、
真实可信，受到了赵亚夫的高度肯定。

一年多来，从剧本创作、演员表演、录音拍
摄、服装道具、灯光美术以及后期的剪辑调色等，
剧组都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努力通过镜头的艺术，把“亚夫精神”展
示出来，把江苏大地的美景展现出来，倾力打造
又一个经典先进共产党员荧屏形象。

在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电影
《赵亚夫》顺利摄制完成。影片围绕赵亚夫同志
半个世纪的坚守，通过他“情系农民”的真实故事
铺陈叙事，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塑造一个一路风
尘，捧着一颗忠心、一颗赤胆，抛弃繁华与优越，
与农民同甘共苦、艰难前行的有血有肉的丰满人
物，把赵亚夫这样一个大地之子的形象塑造得生
动感人、可亲可敬。影片还以戴庄农民的群像，
描绘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以及农民实现脱贫致富梦想的时代轨迹，是一部
歌颂优秀共产党员、弘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电影
力作。

档案利用的创举

在镇江市句容天王镇戴庄村，有一座小型展
馆虽不起眼，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
绝。这座展馆就是“赵亚夫事迹展示馆”。在展
馆里展示的图片、文字和实物档案以及音像资
料，全面翔实地展现了赵亚夫的先进事迹和奋
斗、开拓、奉献、敬业的“亚夫精神”。

展厅陈列的赵亚夫图片档案

这些展陈的档案资料，均来自句容市档案
局。从2013 年开始，句容市档案局就开展了对
赵亚夫档案的征集工作，得到了赵亚夫和有关单
位及人士的热心支持，经过多渠道全方位不间断
的征集，共征集到赵亚夫各类档案3898 件。其
中，文书类档案969件，奖状证书档案98件，照片
档案2253张，音视频档案202分钟，实物档案352
件，其他类档案212件。这些档案丰富多样，弥
足珍贵，有领导的批示，有媒体的报道，有赵亚夫
亲自制作的培训农民的讲座手稿、幻灯片、笔记
本，有参加过2008 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的祥云火
炬以及中央电视台颁发的证书、绶带、书法对联
等，见证了赵亚夫从一个有志青年到农业专家到
著名人物的成长历程。正是依托这些档案资源，
赵亚夫事迹展览馆才得以成功对外开放，才能更
大范围地掀起学习赵亚夫事迹的热潮。

借助档案这种集体记忆来传播红色文化、讲
好江苏故事，是江苏省档案局一直坚持和秉承的
档案开发利用方针。档案机构作为专业管理机
构，不仅依托自身丰富的档案资源优势为文艺创
作展现社会正能量提供“粮仓”“沃土”，更要成为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激励者和引导者。几年
来，江苏省档案局多次通过合作或独立方式，引
导依托档案进行文艺创作，其中江苏名人系列电
影就是一个创举，在利用馆藏档案资源连续与有
关单位合作拍摄了《韩国钧》《顾景舟》两部脍炙
人口的电影之后，又依托赵亚夫丰富的档案资
料，牵头启动了江苏名人系列电影《赵亚夫》的拍
摄工作，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和优秀文艺作品
塑造人、鼓舞人、凝聚人、感召人的作用。

在电影《赵亚夫》摄制过程中，档案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剧本创作以及拍摄制作
期间，剧组人员反复查阅赵亚夫档案，拷贝有关
资料，感受亚夫精神，激发创作灵感，可以说，正
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档案作为创作基础，才使得这
部电影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感与厚重感，不再只是
单纯的娱乐功能。

事实上，利用档案资源开展文艺创作，已经越
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重视，因为当这些影视作品和
艺术产品有了档案的依托，就不仅被赋予了真实的
力量，更具有了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播的社会使命。

像电影《赵亚夫》这样借助档案记忆讲好中
国故事的文艺佳作，必将会越来越多……

供稿：江苏省档案局 周云峰

掬一捧沁人的清凉
——江苏省档案馆“档案伴我成长”夏令营掠影

走进档案馆的小记者们开心不已

档案缩微胶片的知识让小记者们充满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