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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许泽玮
91金融CEO、 党支部书记

““不不惧惧中中毒毒、、争争尝尝野野菜菜””
督督促促我我身身先先士士卒卒

张文娟
职业编剧

长征途中， 每一个脚步的背后
都是 “不怕苦、 不怕牺牲” 的长征
精神。 来自91金融的党支部书记许
泽玮告诉记者， 最让他难忘的长征
故事就是过草地时， 红军不惧可能
中毒的危险， 争相尝野菜的故事。

原来 ，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 ，
由于断粮， 他们只好采食野菜。 但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哪些能吃， 哪些
不能吃 。 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保卫
局执行科当时共有7个人 ， 科长杨
凤生告诉大家， 这些野菜一定要先
品尝、 鉴别后才能吃。

面对中毒的风险， 红军将士却
争先要试吃。 这时， 副科长陈云开
扯过一大把野菜， 猛地站起来， 请
求道： “同志们， 我今年才20岁多
点， 身子骨硬， 抵抗力强， 有毒野
草的毒素能被我的身体抵抗掉。 所
以 ， 让我先尝一尝这些野草吧 。 ”
大家举手表决同意后， 他开始乐呵
呵地品尝野菜。 绿色的浓汁从他的
嘴角流出 ， 他皱着眉头逐一尝下
去， 就在尝到第七种野菜时， 陈云
开突然面露异样， 晕了过去。 大家
连忙将他嘴里的野菜抠出来， 折腾

半天 ， 陈云开才睁开眼睛 。 此后 ，
战友们靠着他试出的无毒野菜， 终
于走出了草地。

“现在 ， 人们的生活好了 ， 不
用靠野菜充饥， 填饱肚子， 但是在
危险和困难面前 ， 作为共产党员 ，
就应该冲锋在前 。” 许泽玮说 ， 他
从事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是新兴行
业， 企业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
很多困难和挫折， 而作为党支部书
记的他， 常常会身先士卒， 以长征
精神鼓舞大家， 共同克服困难， 完
成工作目标。

“红军战士凭什么在枪林弹雨
下徒步走完长征 ？ 他 们 凭 的 就 是
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 。 在和平年
代， 社会经济腾飞的今天， 做好本
职工作是一种具体又实际的爱国
方式 ， 积极参 与慈善公益事业 ，
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也是一种爱国
表现。”

许泽玮介绍说， 今年， 他所在
的企业与贵州省委办公厅驻威宁县
石门乡扶贫工作队等共同举办了
“贵州石门青少年英才成长 ‘乡村
中国梦’ 北京行” 活动， 邀请22位

学生代表来到北京。 让他们感知祖
国的悠久历史， 体验现代科技的成
就。 这些学生代表是从石门坎地区
的各个学校选拔而来， 留守儿童占
据一定比例。 “有很多孩子都是第
一次坐汽车、 第一次坐飞机。 由于
不适应 ， 有的孩子还晕车晕机了 ，
但他们每到一处都很开心 。 活动
中 ， 有的孩子说 ， 以后要好好学
习， 将来到北京工作生活。 有的孩
子说， 以后要学好本领， 把家乡建
设得跟北京一样好。”

“现在 ， 我们计划发挥自身在
‘互联网+’ ‘大数据’ 等方面的经
验以及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优势， 在
贵州威宁县石门乡开展精准帮扶。”
许泽玮表示， 此前， 他们在北京市
延庆区大庄科乡开展精准帮扶活
动， 助力当地打造 “红色文化+绿

色产业 ” 的发展道路 ， 收效甚佳 。
此次想结合之前的经验， 采取多种
举措 、 助力石门乡 “斩断穷根 ” 。
“我们计划通过 ‘互联网+’ 等多种
创新形式 ， 从产业 、 金融 、 基础 、
教育四个方面实现 ‘造血’ 式精准
扶贫。 一方面， 协助当地政府或农
民代表建设电子商务平台 ， 形成
‘互联网+农产品’ 的模式； 另一方
面， 设立农民创业投资基金， 为当
地产业精准扶贫发展提供普惠金融
支持 。”

许泽玮告诉记者 ， 缅怀历史 ，
珍惜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过程中 ，
也应该想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的征途， 也是一场新长征。 这
段道路， 虽然没有雪山草地， 也没
有战火硝烟， 但是仍然需要发扬长
征精神， 爱国精神。

“爬雪山 、 过草地……今天已
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
式。 然而， 80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
草地之行， 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
悲壮的死亡行军。” 张文娟说。

今年28岁的张文娟是一名职业
编剧， 让她最感动的长征故事是红
军翻越雪山时经历的艰难岁月。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 ，
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 “连鸟儿也难
以飞过” 的神山， 也是长征中红军
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 中央红军1师4
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 ，
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军路
程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 他们
从山上下来时 ， 穿的衣服五颜六
色， 什么样式都有。 人都很瘦， 差
不多皮包骨头了 。” 回忆起红军到
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 92岁
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 “来自
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 ，
满是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了， 大家就人
靠人挤在一起。 继续行军时， 总有

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 。” 当时只
有19岁的红军战士郝毅说。

有一天 ， 郝毅实在走不动了 ，
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 就
把小包袱放在上面， 想坐下来歇息
一会儿。 谁知， 刚一坐下， 大石头
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
的战友， 身子已经僵硬了……

张文娟是从新闻上读到这个故
事的。 这个故事形成一个个电影画
面， 深深烙在张文娟脑海里， 她被
红军战士那种勇敢无畏、 舍身取义
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英勇的红军将
士并没有被大自然的困难所压倒 ，
相反他们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
意志在长征中大放异彩， 成为造就
长征精神的重要历程。 在后来数十
年的追梦过程中 ， 每每遇到困难 ，
她都会严肃告诉自己： 在那么艰苦
的环境下， 红军战士一身单衣就敢
爬雪山， 有那么多人为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 奉献了生命， 而我遇
到的这点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五年前的七月份， 正是北京最
热的季节。 张文娟依然清晰记得自
己在汹涌的人群 、 拥挤的地铁中 ，

提着和她的体重几乎相当的大行
李 ， 四处寻找可以落脚的出租房 。
那时候， 电影梦对初来北京的张文
娟来说 ， 是一个美好而模糊的梦
想， 她不知道该从何追起， 亦不知
道未来将要面对何种境况。 后来在
距离北京二环两个小时路程的城中

村 ， 她终于找到一个简单的小开
间， 陪伴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写字
台 ， 和一个连床褥都没有的木板
床。 没找到工作时， 她一天只吃两
块钱的饼和半块西瓜。

“北影厂外是盛产故事的地方，
我在那里找到群演的活， 那也是我
唯一能够接近拍摄现场的机会。 每
天早起晚归， 有时候为了多一些学
习的机会， 半夜的活也会赶。 于是
顶着黑眼圈、 拎着巨大的行李箱辗
转车站和剧组便成了我离梦想最近
的生活方式。 你很难想象一个弱小
清瘦的姑娘， 如何在鱼龙混杂的剧
组 、 凌晨空无一人的街头独自行
走， 各种滋味难以言说。”

那几乎是张文娟最低谷的日子，
但是她一直鼓励自己： 红军战士爬
雪山那么难， 都坚持了下来， 我这
点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 慢慢的 ，
她从做群众演员 ， 到做特约演员 ，
又开始创作剧本， 还有几部网络剧
在线上播出， 事业有了起色， 生活
状况也越来越好。

“长征距今已过去80年 ， 但是
那种为了理想信念， 吃再多苦， 受
再大罪都坚持， 都勇敢无畏走下去
的精神， 早化为一股生动的文化素
养河流， 涤荡、 滋养着我们平凡的
心灵 ，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
时， 能拥有强大的动力， 永远充满
力量的走下去！”

“苦难行军”
与我的电影追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