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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电影界的老前辈，也是银幕上出名的“小个子”，他演了
无数小人物，“演进”了无数观众的心坎里。进入新时代，他又以
数十年无悔的信仰追求，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他就是 83 岁
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牛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近日来不胫而走。从文艺界到
影迷大众，谈论着这个誓言“一辈子跟党走”的老艺术家。大家从
牛犇等老一辈电影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探讨共产党人所应具
备的信仰、情怀和担当。

信仰的坚守

“之前还没入党，也要先做共产党的人”

“今天起，我们可以互称同志了！”83 岁的牛犇，誓言坚定、
热泪盈眶。

6 月 6 日这天下午，在上千名中共党员的见证下，耄耋之年
入党的“新兵”牛犇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郑重地向党旗宣誓。

之前，5 月 31 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
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为中共预备党员。

坚定入党的决心，矢志不渝追求进步——— 这条路，牛犇走了
60 多年。

牛犇，本姓张，祖籍天津，儿时父母双亡、孤苦无着。偶然的
机会，谢添、沈浮等电影人慧眼识珠，鼓励这个孩子走上银幕。从
影 70 多年，上世纪 40 年代牛犇就当上了“小童星”，先后与白杨
等名人合作拍戏。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从香港回到内地，又跟
随赵丹、张瑞芳等再上银幕。经历时代变迁，他说，要站得稳脚
跟、经得起诱惑。

牛犇自我剖析：“我个子矮小，演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我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是纯的，而且多少年一直如此。”

今年春节前，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收到牛
犇的一封信。牛犇写道：“我是已逾 80 岁的老人了，我一直有个心
愿——— 能做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希望您能支持和满足
我实现这一梦想，特别希望您能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同时，牛犇
也写信给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九旬高龄的秦怡，表达入党决心。

牛犇向党组织多次表达这片初心。他说：“其实在加入共青
团时，就希望有一天能入党。之前还没入党，我下定决心，也要先
做共产党的人。这是我心底的一个想法。无论组织给我任何工
作，我都是认认真真完成，我觉得我在做的是党的事业。”

把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决心一辈子跟党

走。牛犇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要像许多老一辈艺术家一
样，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电影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电影
人。”

“我的年龄已 80余岁，为党工作就算不睡觉也不会太长，
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
更有意义。”

情怀的宽度

一辈子的“小角色”，也要放出大光彩

从上世纪 40 年代《圣城记》里的“小牛子”开始，牛犇塑造
了一大批银幕配角形象。《红色娘子军》里的小庞，《泉水叮咚》
里的大刘，以及为他赢得金鸡奖和百花奖两大最佳男配角奖
的《牧马人》中的牧民形象……很多人物连个完整的姓名都没
有，但他甘当一辈子“绿叶”，毫无怨言，却又硕果累累。

在上海电影集团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眼里，牛犇老师始
终甘当配角，只要适合他演的，不论角色大小，他都认认真真
演好。牛犇认为，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他总是在小角色
的创作中深挖人物的魅力。

他在《牧马人》中幽默而富有张力的表演，让上世纪 80 年
代很多观众着迷。当时的影评写道：“牛犇用自己的角色告诉
大家，光凭漂亮的面孔和外形，当电影演员，再也行不通了。”
“《牧马人》原剧本只写寥寥几笔，但是牛犇却调动了自己的生
活经验，赋予人物以光彩，使人物‘活了起来’。”

而当牛犇获得他人生中的第一尊金鸡奖杯时，他如往常一
般低调地说：“在影片中我是配角，还是丛珊、朱时茂演得好。”

牛犇兢兢业业、乐于奉献，只要是创作需要，哪怕是一两个
镜头，他“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最近上影出品的电影《邹碧华》
中，牛犇扮演一名信访群众，只有两场戏，依然演得栩栩如生。

“带着‘泥土的芳香’，牛犇老师是真正‘接地气’的老艺术
家。”佟瑞欣感慨，这就是人民艺术家的情怀与本真。

“坚持为人民创作，坚持表现真善美，坚持塑造富有生命
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是牛犇老师得到观众认可的根与
本。”上海电影集团国家一级编剧王丽萍说。

担当的力度

共产党的艺术家要有共产党人的风骨

6 月 26 日这一天，牛犇到上海电影集团演员剧团交纳了
入党后的第一笔党费。他郑重地打开夫人去世时留给他的一

个红色票夹，说：“多带上一点，交党费是一个标志，一定要按
时交齐！”

作为入党介绍人之一，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一直支
持“小老弟”牛犇入党，她在医院写下字条，托组织表达个人意
见：“牛犇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我愿意是他的入党介绍
人，我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

牛犇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任仲伦回忆，已故著名电影表
演艺术家张瑞芳曾嘱托，“即使中国电影的发展遇到困难，演
员剧团也不能散”。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关怀下，牛犇所在的演
员剧团，人才培养不断升级。《邹碧华》等剧组就按规章制度设
立临时党支部，体现上影一以贯之的责任担当。

历史上、现实中，上影还有众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
艺术家。执导牛犇参演《红色娘子军》的谢晋，创作了一批里程
碑式的电影。谢晋逝世前的几个月，还在反复琢磨：“有五个剧
本要拍，赶紧开始！”

德高望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八旬高龄还坚持拍
摄电影《詹天佑》。老人生前说：“我们不能忘记当年中国工程
师的志气。”

秦怡更是在九旬高龄时，毅然赴青藏高原自编自演《青海
湖畔》。她说，一定要完成塑造女科学家的夙愿。

还有革命家庭的后代、作曲家吕其明，他谱写的《红旗颂》
传遍大江南北，他却说：“我从来不要一分钱版税，如果要，我
可以成为富翁。但是，我是为建立新中国的英烈而创作，他们
牺牲生命，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对此种种耳濡目染，耄耋之年的牛犇也依然执着，一次冒
着瓢泼大雨，他下到基层与观众交心。他说：“我腿脚还灵便，
就用全身力气演。如果有一天腿脚不灵便了，没有了肢体语
言，我也要好好用声音和表情，为大家一直演下去”。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作
品背后，是老一辈电影艺术家高尚的情操、强大的感召力。他
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竖起伟大人格的标杆。

牛犇也在深入思考当前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他
说，“我们这个行当，很容易受到吹捧、收到鲜花。怎么严
格要求自己，都还不够。我就一直说，我一定要争取努力做
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强调，不管怎样，自己还有一点力
量和技术。“我和我们的演员剧团，一定要做出一些具体的
事情。”

“我们遇到了好时代，要对得起这个时代。”夜已深，老人
还在反复思量，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电影和文艺的未来做更
多实事。

他一辈子演小人物，成就真正“大写的人”
记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盛夏的早晨，77 岁的吴学芳
陪妻子逛公园回来后，备好一大
壶凉茶，拿起装满彩色粉笔的饼
干盒，到小区临街的自行车棚背
面，开始创作他的“七一特刊”。

在这里，他用废木板、门窗、
相框等，制作了一个宣传廊，挂上
国旗、党旗和大红灯笼，在这块不
到 40 平方米的展板上，义务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时事新闻。

吴学芳 196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
学习”这句话，他常挂嘴边、念叨
了半个世纪。

吴学芳年轻时当过兵，常常
为战友义务理发。如今，他是社区
里有名的义务宣传员。

除了在部队获得的奖章、街
道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证书，
被吴学芳视为至宝的，还有 58 年
前初中班主任送给他的一个小笔
记本，扉页上写着：“学芳，永远保
持并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学芳
迷上了理发，总拿着家里的剪刀
在小伙伴们的头上练手。手艺越
练越精，同学们开始排队等他理
发，后来连老师也请他帮忙。

为了表扬他乐于助人的精
神，1960 年，老师给即将毕业去
当兵的吴学芳发了一个奖品———
一本硬面小笔记本。

那行写在本子上的鼓励他为
群众服务的钢笔字，深深地印在
了少年吴学芳的心上。

当兵 25 年，理发箱跟了他
25 年：工作之余，他背着理发箱，给官兵理发；出差路上，他
也带着理发箱，在火车上为乘客理发。

2001 年吴学芳退休后，和妻子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北京
大兴区郁花园二里小区。

“我是个老党员，退休不能褪色。”
在楼下的自行车库棚，吴学芳操起了“老本行”，支起一

个简易便民理发摊，继续“为人民理发”。对老弱病残的顾
客，他还上门服务。
渐渐地，吴学芳在社区有了名气。他登门为上至 80 多岁

的老人、下至几个月的婴儿理发。附近几个小区都是没有电梯
的板楼，他经常背着沉甸甸的理发箱，一口气爬上五、六楼。

从为群众服务的理发师到社区里有名的义务宣传员，
得从一个偶然说起。

16 年前的一天，吴学芳和妻子散步时，看到几块被丢
弃的装修板材，觉得可惜，产生了变废为宝的念头。

凭着一副热心肠，他将木板固定在自行车棚朝着街道的一
面，做成小板报，写上理发心得和保健小常识。“来理发的人能
顺便看看板报，解闷儿，板报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理发。”他说。

吴学芳干什么都倾满心血，板报办得有模有样，被越来
越多的人称道。板报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了一个宣传小长廊。

从党的最新思想理论到国内外时事新闻、从军事消息
到社区见闻……这条将近 20 米的长廊上，愣是被吴学芳分
出了 22个小栏目。

“我是个老党员，服务大家、宣传党的思想是我应该做
的。”他说。

2016 年，他在旅途中不慎摔断了小腿，不得不告别了
理发生涯。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宣传栏上。

“爬楼理发不方便，但是站着出板报还是不影响的。”吴
学芳给自己下了个任务：紧跟时事、及时更新。

每天下午，他去居委会取报。晚上，则准时守在电视机
前看《新闻联播》。有时半夜睡不着，就一边看手机一边在本
子上摘抄新闻或者写心得体会。

16 年来，光是半夜趴在床上抄写的笔记，他就积攒了
厚厚的 30 多大本。

有这么多的积累，吴学芳的板报，基本上一两周就更
新。“碰到全国两会、党代会这样的大事儿，更新速度就更频
繁了，头天的新闻，第二天必须上栏！”

当邻居说看他的专栏比看报纸还好，吴学芳黝黑的脸
上绽出开心的笑容：“你们爱看，我就继续干。”

吴学芳还捡回了别人丢弃的桌椅、柜子、澡盆。在他的
眼里，这些都是宝贝：“桌椅让大家休息，柜子里放各种资
料，澡盆装水浇花。”

他还蹬三轮车从工地拉回废水泥和砂砾，砌了十个水
泥墩子当座位，并在旁边的绿化带种上香椿、杏树、柿子树、
石榴树。

“环境美，大家傍晚散步都愿意往我这来。”他指着宣传
廊入口处的一张大方桌说，那是他的“露天办公室”。

宣传栏办得有声有色，吴学芳从不把功劳全归自己。
“众人拾柴火焰高。”他掰着手指说，居委会给定做了好

几块大黑板，邻居们送来粉笔、相框、树苗等等，有些人也留
意着垃圾箱，碰到好用的板子、镜框，就给送过来。
有人申请帮忙写板报，但被个性强烈的吴学芳拒绝了。
“这些版面必须由我自己设计、自己完成，要不然风格

搞乱了咋办？”他说。
在一块小黑板上，他用红粉笔用力写下“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九十七周年”几个大字，又用白粉笔在下方一笔一划
地写下入党誓词。

烈日当午，吴学芳的额头上渗出汗珠。
当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看宣传栏时，他赶快拿起手机，

乐呵呵地拍下看板报的观众。
每天，吴学芳都会在朋友圈发新照片，有时是宣传新出

的板报，有时是观众看报的场景。
“这种新潮的传播方式咱也不能错过啊！万一别人想看

宣传栏但没有时间，我发个照片，不就方便了他们么？”他说。
别人问吴学芳，打算干到啥时候？他说，到干不动为止。
“这是我为党和人民坚守的一块阵地。”

(记者王健、阮周围)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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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斌、乌梦达

盛夏的阳光，洒落在新文化街西端文华胡同 24 号的一座
四合院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大钊曾住。90 多年前，中国共
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在这里播撒共产主义之火。

在他牺牲 91 年后，党的 97 岁生日到来之际，这里不仅成
了红色教育的基地，还成了一个游戏棋盘上的地标。

在北京西城区，有一条“红色”街巷，虽然只有 3公里，却
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密码。围绕新文化街、绒线胡同这条
党史红色街巷，由北京市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制的“红
色足迹，文化之旅”游戏棋近期正式发布。通过玩转棋盘的方
式，市民在体验红色文化之旅中可以了解历史。

去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重访李大
钊曾多次走过的这条路，放慢脚步，穿越时空，试图从这古国
古都的古街巷，寻找今天这个“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短短 3公
里，却堪称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缩影……

报道播发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时隔半年多，党的 97 岁
生日到来前夕，北京市西城区正式以李大钊故居等现存的革
命遗址遗迹为主导，以西城区行政区划图为背景，选取部分重
要的名人故居、文化场馆、地标建筑、王府、会馆等共 52个景
点，绘制而成一条从 3000 多年前的“蓟城纪念柱”到 800 多年
前的“建都纪念阙”的红色游戏线路图。

游戏棋由游戏地图、答题卡、棋子等组成，可供 2至 4 人
使用，以游戏、答题、竞赛的方式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记
忆。

西城区委党史办主任朱静伟介绍，目前，这套游戏棋已经
走进了中小学校、街道社区和一些红色旅游景区，累计赠送发
放了 1000 多套。

“西城区有太多的红色文化标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很
多足迹就留在西城，但不少公众还很陌生。通过游戏棋的方
式，可以让青少年在游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党史的教育。”

朱静伟说。
西城区登莱小学 5 年级学生张舒喆说，这套游戏棋是自

己参加一个活动的奖品，“现在只要是邻居或者朋友来我家，
我都会和他们一起玩。”

华嘉小学 3 年级学生马恩来则把游戏棋带到了学校，成
了班级同学课间一起玩耍的工具，她的建议是：“能否再增加
几个棋子，4个棋子只能 4个人同时玩，想玩的同学太多，不
太够分。”

而一些网友评论：“这样设计多有历史感”“赶紧让这个游
戏走进更多社区、更多学校吧”。

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形式不仅有游戏，还有动漫。
在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刊发后，西城区委宣传部专门立项

启动了《北京街巷里的复兴之路》微动漫的创意制作。
“当你走在这条街上，迈过孙中山踏过的门槛，坐在李大

钊的院子里晒太阳，吃着邓小平‘同款’宫保鸡丁，是否能体会
到这套复兴密码的厉害之处……”

前不久，这款微动漫在各大网站上受到网友热捧，40 多
万网友通过微视频“体验”了这条复兴之路。

让孩子在边笑边玩中受到文化熏陶，以浸润的方式接受
红色文化，是离红墙最近的首都核心区——— 西城区，利用游
戏、动漫等新形式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初衷。

构建红色课程体系、“续写雷锋日记”、仪式教育和主
题教育活动常态化、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重要载体……西
城区教委介绍，目前西城区红色教育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渗透
到中小学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实现了红色教育从小抓
起。

“要让孩子们触摸历史、感知文
化。”朱静伟表示，未来西城区有关部门
还会共同协作，组织青少年、社区群众从
线上、游戏中走进红色文化现场，让大家
“在现实中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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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报道引出“红色足迹”游戏

▲吴学芳在宣传廊旁“办公”。 新华社记者王健摄

▲北京市西城区小学生正在体验“红色足迹”游戏棋（6 月 26 日摄）。 本报记者乌梦达摄

新华社上海 6 月 30 日电(记者张建
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经过多年探索，
现已形成以“达标党支部”为基础、“特色党
支部”为阶梯、“品牌党支部”为引领的“晋
位升级”机制，极大激励了基层党支部争创
品牌，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星家园”是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深空
探测与空间科学总体室党支部创建的品
牌。这个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占职工总人数
85%，全部拥有研究生学历，主要承担我国
深空探测与空间科学航天器的研发和研制
任务。“星家园”寓意不断探索太阳系地外
天体、迈向深远星空，寻找适宜人类居住的
第二家园。

深空总体室党支部将仰望星空的浪漫
理想与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紧密相连，每
年牵头评选“深空之星”。为帮助年轻人尽
快成才，还设计了“领航”“护航”“远航”的
人才培养三部曲。“领航”阶段，多位资深设
计师指导一位年轻设计师，带领他参加重
要工作和重大活动，增长见识；“护航”和
“远航”阶段，党支部敢于向年轻人压担子，
让他们挑大梁，积累经验、赢得信任。几年
下来，总体室的副主任设计师以上人才比
重已占四分之三。

深空探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
常需要汇聚国内众多单位，形成集中攻关
的临时团队。深空总体室党支部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凝聚作用，让来自不同院所、高校
和企业的党员组成“党员责任团队”，大大
提升了临时团队的战斗力，化解了技术人
才来源分散、短时挂靠、协调难度大等诸多
难题。

“一品·魔方”是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
究所五室党支部创建的品牌。这个 80% 以
上都是“80 后”的党支部，聚焦航天创新，
将团队中每一位成员比作魔方的一个小方
块，将党支部的组织融合、思想融合、科研
融合比作魔方的三根轴，每位成员围绕着
三根轴融合创新，整体就像魔方一样变幻
无穷、活力无限。

目前，五室承担了多个型号总体总装
设计工作。根据“一品·魔方”品牌理念，打
破了各型号间壁垒，梳理总装共性技术，成
立新团队，各技术攻关团队均由党员带头
负责。不同型号融合创新，积极引进数字化
技术，使电缆研制由传统的 40 人天减少至
15 人天，某型号资源舱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30 天，大大缩短了总装生产周期。为避免
重复设计工作，五室还统筹各型号需求，制
定了总装通用零件标准库，为后续型号研
制铺路筑基。

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物致知、思源致远”，是上海航
天技术研究院八部四室党支部打造的品牌。为使党支部工作
更好地融入中心工作、倡导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四室党支部
以“党员责任团队”为抓手，结合制导控制系统设计与仿真，出
台工作标准，并与其他党支部开展联合共建，成立“制导之鹰”
研制与仿真联合团队，形成“需求牵引—研制攻关—仿真验
证—优化设计”的闭环链路，并收获了共建之果。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自 2013 年评选首届“品牌党支部”
以来，共评选了 26 个“品牌党支部”。同时，还评选了 220 个
“特色党支部”和 111个“达标党支部”。根据“晋位升级”机制，
“达标党支部”和“特色党支部”每年开展一次评定，“品牌党支
部”每两年开展一次评定。可以晋升，也可以降级。

党的建设是上海航天改革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争创“品牌
党支部”，极大激励了上海航天人。目前，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弹箭星船器”全面开花，导弹武器、运载火箭、应用卫星、空间
科学和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等多领域并举、齐头共
进，奠定了在中国航天“三足鼎立”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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