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毛丽娜  美编：唐君恺  校对：谢莉
文   化

202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6版

温暖三代人
“我们家的军毯是当年住在我

家的解放军离开时留下的。”今年

51 岁的任平祥说，这条军毯是草绿

色的，很柔软，质地很好，几十年来

家人一直在用。因为使用年代久，军

毯已经发白，毯子上的绒毛也被磨

掉了，还有不少磨破的地方。

任平祥回忆说，小时候家里有

这样一条军毯很让人自豪，那条军

毯一直铺在炕上，非常显眼。那时

候家里被子少，母亲让他们姊妹四

个轮流盖军毯，但哥哥和姐姐心疼

他，总会将这条军毯盖在他的身上。

“寒冷的夜晚，是这条军毯给我带来

了温暖，一直伴随着我到 20 多岁。” 

任平祥说。

任平祥的母亲李香彩今年 80

岁，她对笔者说，他们家三代人都

用过这条军毯，公公婆婆、她和孩

子们。“1960 年，我刚嫁到任振儒家

里，就见到了这条军毯。公公特意把

这稀罕的军毯送给我们两口子。晚

上睡觉时盖上它十分舒服暖和。”李

香彩说。

强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强军虎

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振儒家

里能有这样一条军毯，而且是解放

军送的，所以村里上了年龄的老人

都知道，都见过。

今年 75 岁的村民赵红涛说，他

和任振儒都参加过宝鸡峡引渭灌溉

工程建设，白天他们一起在建设工

地劳动，晚上就在午井镇贤官村一

农户家里打地铺。“那时，我和任振

儒晚上睡觉时一起挨着，所以对那

条军毯印象很深。”赵红涛回忆道，

那条军毯质量很好，摸起来很绵软。

“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唠家常，任振儒

说这条军毯是住在他家的解放军临

走时送给他家的。”那时，任振儒常

说：“解放军对老百姓真好！”

再叙鱼水情
“关于这条毯子的来历，还要从

扶眉战役说起……”听着任平祥的

介绍，发生在强家沟那段激烈的战

斗场景在笔者眼前徐徐展开。

1949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

场上，进行了一场战略决战——扶眉

战役。7月 12日，枪声在强家沟村

骤然响起。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

解放军一举歼灭敌军，取得胜利。

村上 97 岁的老人权志明曾目

睹过这场战争。据权志明讲，7 月

12 日中午，突然村里机枪声和爆炸

声四起，从中午一直到日落才慢慢

平静下来。有些解放军战士倒在土

坡上已经牺牲了，但他们仍紧握着

手中的枪，如在战斗一般。

“我听我公公讲，战争结束后，

几名解放军战士来到我家里，询问

有没有水，看到他们又饿又渴，家里

人赶紧让他们进来坐下，给他们烧

水做饭，还对伤员细心照料，并把屋

子收拾干净腾出来，让解放军战士

住了一晚。第二天，解放军战士离开

时，看到我家里的土炕上只铺着一

张席子，就把随身背的一条军毯拿

出来送给了我公公。”李香彩说，公

公在世时，时常一遍遍抚摸这条军

毯，嘴上更是念叨共产党好，共产党

的军队爱人民。

任平祥说：“母亲一生勤劳善

良，她常常教导我们姊妹 4个，做人

要懂得感恩，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

情，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要为国家

多作贡献。” 

激起报国志
“爷爷把这条军毯的故事讲给

我父母听，我父母又把这条军毯的

故事讲给我们姊妹 4 人听，母亲虽

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以这条军毯

的故事教育我们做人处事。这条军

毯，不仅见证了当年扶眉战役的胜

利，更激发起我们后辈不忘历史、奋

发图强的爱国情怀。”任平祥说道。

任平祥说，父亲 40 多岁时就

去世了，是母亲用心血、汗水支撑

起他们这个家，并把他们 4 个拉扯

成人。李香彩勤俭、善良、坚强，这

种优秀品质深深地影响着她的 4

个子女。现如今，任平祥姊妹 4 个

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乐于助

人，他们也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家里还出了 2 名大学生，一个是任

平祥的大哥任虎祥的儿子 ；另一个

是任平祥的儿子任鹏宇，他大学毕

业即参军报国。

任鹏宇告诉笔者，自己大学毕

业后有不少就业岗位可选择，但他

毅然参军。“因为奶奶常说，解放军

在行军打仗十分艰苦的环境下，还

把军毯送给我们老百姓，这份恩情

不能忘！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我更要参

军入伍，报效祖国，为国家的建设奉

献自己的一生。”任鹏宇说。

日前，市艺术剧院紧锣密鼓

排演的原创小品《苹果》，是我市

首部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创作的剧

目。小品以小见大，歌颂了党和政

府大力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赞

扬了驻村干部一心为民的精神，

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朴实勤劳的生

动形象。

小品《苹果》讲述的是脱贫后

的郝姨成了当地的苹果种植大户。

在驻村干部小张的帮扶下，郝姨家

里种植的苹果获得了大丰收，但却

滞销。正当她一筹莫展时，遇到了

从县上开会回来的小张，小张灵机

一动，巧用“网络直播”的方式为郝

姨解了燃眉之急。该小品反映了曾

经的精准扶贫干部转为驻村干部，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遗余力，继

续帮扶带领农民致富。

小品《苹果》由市艺术剧院青

年导演冯子夏执导，国家一级演

员郝振方与优秀青年演员张知予

联袂演出。冯子夏告诉记者，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后，他们一直在探索

创作更贴近群众、更富有烟火气息

的剧目。“10 月下旬，我和编剧马

菁，演员郝振方、张知予一起到乡

村采风，我们先后去了扶风县、太

白县、陈仓区以及渭滨区的部分乡

村，与当地群众拉家常、聊产业，深

入感受农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后

来由马菁编剧，几易其稿后，确定

了《苹果》这样一部小品。”冯子夏

说，脱贫之后，脱贫户的精神面貌

都大为改观，乡村建设也有了新变

化，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当

下，解决新问题就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要工作。而之所以将小品取名

《苹果》，除了宝鸡苹果产业实现腾

飞外，还有平安顺遂的寓意。

在小品中扮演郝姨的郝振方

告诉记者，之前自己也塑造过不

少中老年妇女形象，而要把郝姨

演得更加逼真，就必须要有农村

生活体验。郝振方的爱人是一名

驻村干部，为了深入生活，她前往

爱人驻村的渭滨区高家镇枣园村

体验生活。其间，她摘过花椒、放

过羊，还与村里脱贫户成了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这些都为角色塑

造积累了丰富经验。郝振方说：

“郝姨面对困难毫不气馁，自立自

强的她从中走出致富路。”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

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市艺术剧

院院长杨兰说，文艺工作者必须

积极拥抱时代，用优秀的文艺作

品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主动肩

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对观众而言，这是一部非常

亲切、真实的剧作，尤其是网络直

播带货，容易激发大家共鸣。小品

《苹果》通过演身边事，来激发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而富有创

造性地投入乡村振兴战略中，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杨兰说。

据了解，小品《苹果》已于近

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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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工运史馆成为省级基地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总工会

了解到，宝鸡工人运动发展史馆被陕

西省总工会命名为首批“陕西省职工

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近年来，市总工会主动承担传

承红色基因的历史使命，紧扣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职责，加强和改进我

市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建

设，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阵

地，激发广大职工爱党爱国热情，

积极组织广大职工群众接受红色教

育。宝鸡工人运动发展史馆充分利

用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的历史图

片，讲好红色故事、宝鸡故事、工会

故事和劳模故事，弘扬传承工人阶

级艰苦创业、砥砺奋斗、卓越贡献的

爱国主义情怀，教育引导职工永远

跟党走，建功新时代。

自 2020 年宝鸡工人运动发展

史馆建成开放以来，先后吸引了来自

省、市、县区及企事业单位的参观团体

242 个，参观职工达 2.8 万人次，已成

为省市各级工会组织开展职工思想政

治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更

是丰富职工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一

个崭新窗口。       本报记者 罗琴

草编培训进乡村

本报讯 冬闲人不闲，草编培训

进农村。近日，由凤翔区文化馆组织

的凤翔草编制作技艺培训班，连续

3 天将草编技艺送到范家寨镇盐坎

村、赵村营村、董家河村 3 个村子，

共吸引了 150 余名草编爱好者参加

培训（见上图）。

“凤翔草编技艺是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用麦秆制作一只小兔子。”12 月 7

日下午，在盐坎村村委会会议室里，

凤翔草编技艺传承人杨全省用理论

加实践的授课方式，对 40 余名当地

草编爱好者进行了培训。在体验环

节，大家迫不及待地拿起各种颜色

的麦秆，学着老师的样子，动手编

织。“草编学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

难，动脑动手就能掌握一技之长，我

觉得草编有趣又实用，下次培训，我

还来！”当天参加培训的村民卢淑

霞高兴地说。

据凤翔区文化馆馆长吕忠强介

绍，草编技艺在凤翔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制作成本低、过程简单易上手，

还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近年来，区文

化馆每年都会组织相关培训，切实提

高草编从业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艺水

平，更好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推动凤

翔草编技艺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罗琴

在扶风县午井镇强家沟村七组村民任
振儒家中，有一条扶眉战役时解放军赠送
的军毯，被任家三代人视为“传家宝”，村里

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对那条军毯记忆犹
新。近日，笔者联系到了任振儒的小儿子任
平祥，听他讲述了这条军毯背后的故事。

一条见证军民情深的军毯 
毛丽娜

市艺术剧院排演原创小品 《苹果》——

本报记者 罗琴

讲述乡村振兴大变化小苹果

导演冯子夏（左）与演员郝振方一起讨论剧本

宝鸡工人运动发展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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