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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1月15日，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等联合出
品，王文杰任总导演、杨甲兵任总制片人、刘克
中任总编剧，王力可（上图）、陈逸恒等主演的长
篇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小康时代》在济南完成摄
制，圆满杀青。预计该剧将于今年5月份完成后

期制作，报批审核备播。

呈现村民从生活富有到精神富有

《我们的小康时代》以济南市章丘区三涧
溪村党总支书记高淑贞为故事原型、艺术对
标，讲述了主人公高云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促进产业升级改造，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奔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梦路上的故事。

剧中，三泉村被评为区里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示范村”。主人公高云溪（王力可饰）与养
父、村干部李永福（陈逸恒饰）对三泉村未来发
展的理念不同：一个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一个
要实现村民收入翻番。高云溪突破重重困难，村
庄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成功，绿水青山依旧，清泉
溪流清澈，稻米飘香；电商、物联网、高科技产
业、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兴旺；村里老人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青年人劳有所获……

可以说，该剧用山东乡亲、乡味、乡俗为
桥梁，以人情、亲情、爱情为纽带，构建了一
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民共享小康时代的伟

大愿景，呈现百年古村村民从生活富有到精神
富有的过程。

立足时代、放眼山东，《我们的小康时
代》聚焦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扣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彰显齐鲁风范风貌、凸现地域非物质文化
产业优势，势必成为一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的影响力之作。

作为山东省2018—2022重点影视剧目、报
送国家广电总局百部优秀作品之一，《我们的
小康时代》在筹备、创作和拍摄期间，始终备
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的小康时代》
相关新闻在中央、省、市级媒体及自媒体，报
道量过十万余篇，阅读量过亿人次。

让观众知山东懂山东

随着全国影视剧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鲁剧也在时代潮流中扮演重要角色，起到重要
支撑。《我们的小康时代》怀着打造新鲁剧的初
心，从主创人员和阵容配置以及拍摄取景等各
方面都力图呈现鲁剧特质，展现山东元素。

据了解，该剧主创聚集了山东导演、山东
编剧、山东制片人、山东主演。其中，导演王
文杰曾拍摄电视剧《孔繁森》《红十字方队》
《成吉思汗》等深入人心的作品并获得诸多奖
项。编剧刘克中是中国主旋律影视剧编剧代表
人物，著有长篇小说《英雄地》《蓝焰兵锋》
等，曾担任电视剧《女儿红》《布衣天下》等
的编剧。制片人杨甲兵为资深制片人、导演、
影视剧出品人，曾创办、策划、导演《泉城夜
话》《曲山艺海震江湖》《跨年狂欢夜》等节
目，并担任张艺谋《幸福时光》、周星驰《功
夫足球》等电影演员选拔山东赛区总策划、总
导演。主演王力可被誉为中国主旋律影视剧
“正剧女王”，在央视一套热播剧《女儿红》
《春天里》《索玛花开》中均担任女主角。

演员饰演剧中人物，做事不走样、说话不
走音；制作团队严把全剧的情节、细节，力争
打造鲁剧精良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剧情涉及
黑陶、铁艺非遗产业和泉城山水文旅产业、生
态农业、电商、科技产业，为提振当地产业作
出努力，也让广大观众从影视作品中更加知山
东、懂山东。

乡亲、乡味、乡俗为桥梁，人情、亲情、爱情为纽带，彰显齐鲁风范风貌———

《我们的小康时代》：山东人讲山东事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1月15日，山东省吕剧院正式向社会推

出“吕友卡”。“吕友卡”是欣赏吕剧演出的会员卡，首
次发行的“吕友卡”，面额为200元，可观赏10次吕剧
演出，相当于每场演出均享受优惠票价20元。

据介绍，“吕友卡”是山东省吕剧院面向社会公
开发行的戏曲文化惠民卡，具有“惠民、便民、优民、
育民、乐民”功能。山东省吕剧院在百花剧院的多数
驻场演出，单张票价为50元或100元。观众持“吕友
卡”不仅可享受单张票（次）20元的低价看戏待遇，还
可凭卡免费领取“吕剧公教活动门票”，在百花剧院
跟随山东省吕剧院文艺名家免费学戏、听吕剧艺术
讲座。

观众手持“吕友卡”

200元看10场好戏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1月15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大众日报·山东新世纪电影城公益展映启动仪式
在山东新世纪影城文西店举行。

在公益展映期间，新世纪院线每家影院每天上
午10：00都将排映一部适合全家观看的公益影片。本
次活动展映的公益影片为动画片《闯堂兔3 :囧囧时
光机》《悟空奇遇记》及故事片《我为你牺牲》。出示大
众日报客户端活动页面签到入场，即可换取两张观
影券，免费观看公益影片。每场次观影结束后，可参
与观影问答，赢取奖品。本次公益展映活动将持续到
1月24日。

大众日报·山东新世纪影城

公益展映正式启动

□ 许志杰

罗竹风1911年出生于平度，1935年北京大
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上海
市出版局局长等。而与他相伴时间最长、投入精
力最多的却是《辞海》，可以说他对《辞海》一往
情深，付出极大，这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

曾经与罗竹风并肩战斗在修订《辞海》一线
的巢峰，在《罗老与<辞海>》这篇文章中，他这
样回忆：“罗老几乎参加了历次《辞海》修订的全
过程。1957年秋，毛主席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
给上海。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此
时罗竹风同志已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并兼任

《辞海》副主编。从那时起，一直到他逝世，前后
三十八年，他始终是《辞海》的主要决策者、组织

者、审定者之一。”
巢峰说：“罗老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修订《辞海》，他除了运筹帷幄之外，还逐条审读
稿件。夏日炎炎，罗老赤膊上阵、挥汗如雨看稿
的情景，老辞海的同仁，至今记忆犹新。从头到
尾通读《辞海》（未定稿）全书者，唯罗老一人。”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把1160万字的《辞
海》（未定稿）通读一遍，那是何等毅力。为了体
验罗老通读《辞海》（未定稿）是一个什么状态，
笔者用半个小时的工夫，连续读了《辞海》（未定
稿）第6册中的一部分。用完全失去战斗力形容
一点不为过，头昏脑涨，眼冒金星，涌上一种再
也不想这么看书的念头。而这半个小时，也仅仅
读了不到8000字。以这个读速，通读《辞海》（未
定稿）的1160万字，需要多长时间呢。估算一下，
以每小时读16000字为基准，大概要725个小时。
将其平均到两年的730天中，每天大约要读59分
钟还多。这并不包括刚开始时写的那些“试写
稿”“试排稿”，以及因为写得太次而被废弃掉的

稿子。罗竹风身兼数职，要做的事多之又多，能
够静下心来通读《辞海》（未定稿）的时间没有多
少。况且，仅仅通读是不行的，罗竹风是审读，要
有自己的见解，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让人信服
的观点和修订方案。这活儿到底有多难，想想就
不寒而栗。

“文革”十年，罗竹风虽身陷大批判的泥潭，
却始终关注着《辞海》事态，时时挂念着那些老

“辞海人”。197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罗竹风和夫
人一起去看望《辞海》主编陈望道。罗竹风在北
京大学读书时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杂文

《看画》，就是以“陆旭”的笔名发表在陈望道主
编的半月刊《太白》杂志上，并得到他的赞许。陈
望道被任命为《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之
后，两人更是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师生相见，战友相会，陈望道喜出望外。他
很同情罗竹风这位当年的北大才子，又不知怎
样是好。他们便谈论《辞海》（未定稿）。此时，《辞
海》已经被定性为“大毒草”。

1 9 7 8年1 0月，罗竹风迎来了彻底“解
放”，他被平反了。这年秋天，上海市委根据
中央指示决定继续修订《辞海》，作为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出版《辞海》
1979年版，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任主
编。此时罗竹风已经68岁，再次被任命为《辞
海》常务副主编，负责全面工作。这时候离国
庆30周年还有二百多天的时间。夏征农后来回
忆：“在十分紧张的二百多天里，罗竹风同志
始终坐镇第一线，日夜奋战，做了大量的领导
工作，帮助解决了许多稿件中随时发现的尖端
问题……如果没有罗竹风同志这种不怕困难、
亲自动手、全力以赴、狠抓工作的精神，《辞
海》很难保质保量如期完成。”《辞海》1979
年版出版之后又推出了1989年版，正当罗竹风
带领“辞海人”有序推进1999年版修订工作
时，却不幸罹患前列腺癌不得不住院治疗。病
房成了办公室，他在这里三年依旧坚持工作，
直到1996年11月4日病逝。

“罗老治学，一丝不苟。修订《辞海》，他除了运筹帷幄之外，还逐条审读稿件。夏日炎炎，罗老赤膊上阵、挥汗如

雨……通读《辞海》（未定稿）全书者，唯罗老一人。”

罗竹风通读《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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