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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扶贫是文化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我区精准
扶贫工作攻坚决胜的关键时期，涌现出一批以
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现实题材优秀文艺作品，在
精准扶贫工作中起到了智志双扶的独特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青年文艺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扶持项目、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
格尔蒙古剧团的话剧《红手印》就是其中的精品
力作。

文艺扶贫对扶贫干部的激励作用

话剧《红手印》以自治区派驻察右中旗扶贫
干部、阿令朝村第一书记、自治区“北疆楷模”解
良同志为原型，艺术地再现了他在脱贫攻坚道
路上，克服种种难题，一心为民，毅然带领村民
走上产业脱贫道路的感人故事。

剧中第一书记解国良性情直率，有责任
感，刚到新扎木嘎查开展工作时，村主任不信
任他，村民们抵触他，质疑他是“做做样子”。
此时他的心境，正如台词所讲的那样：“这儿
真冷，风好像能吹透这厚厚的棉衣，好像瞬间
把一颗火热的心吹寒吹透……”随着剧情推
移，当解国良真的离开时，村民们想念他、舍
不得他，想让他继续带领大家干。村民们还
写了一封挽留他的“请愿信”，摁满了全村 57
位村民的红手印。这时候，他的台词反映出
自身思想上深刻的转变：“真奇怪，这风和我
几年前来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么冷，可是这儿
却越来越暖了……”。

剧中解国良的经历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广大
驻村干部的思想变化，引起强烈共鸣，让许多驻
村干部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解国良和新扎木村
民之间一幕幕、一段段的感人场景，令人振奋，
让人动容，启发着广大驻村干部因地制宜、少走
弯路，通过搞农村集体经济，结合农牧产业，为
脱贫攻坚另辟蹊径，激励着广大驻村干部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决心打赢脱贫攻坚
战役。

文艺扶贫对贫困群众的凝聚作用

话剧《红手印》成功塑造了新扎木基层村民
的群像：脾气暴躁，直来直去的畜牧养殖高手巴
雅尔；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只会笑不会哭的单
纯可爱小女孩乐娃；腿脚不利索，爱占小便宜的
贫困户乐娃奶；爱迷信、把贫穷归咎于命的算命
先生老拐；老实憨厚、不喜欢与人争的外出打工
返乡人员孙富贵夫妇……他们刚刚还在为了争
扶贫款互相吵闹，一会儿说到各自的难处又忍
不住委屈万分，伤心抹泪……

村民们身上自带土地的含蓄与忠厚，淳朴、
善良、纯粹、憨直，每个人心里又有着“小农思

想”支配下的自家“如意小算盘”：分扶贫款不成
就翻脸；合作社刚出生的小驴接连夭折，就开始
丧失信心拉驴抢财产……最终他们反应过来是
自己错了的时候，怀着后悔又愧疚的心情写下

“请愿书”，按上红手印，硬要把解书记“要”回来
……

剧中这些“土味儿”十足的人物与场景，贴
切地反映了基层贫困群众的真实情感，使得广
大贫困群众对所展现的内容有一种亲切感，感
觉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可触可探，看后觉得好
看、好玩儿、又感动，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
想，凝聚起贫困群众自身脱贫致富的强大内力，
激发了贫困群众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文艺扶贫对各界干部群众的引导作用

话剧《红手印》讴歌了广大扶贫干部舍小家
为大家、勇于担当、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崇高
精神，是一部散发着浓郁农牧区特色的主旋律
作品，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的话剧精品，不仅可以让扶贫干部、贫困群众从
中找到自我，也让广大干部群众看了以后有认
同感，在观看中坚定信念、汲取养分，在聆听中
凝聚人心、提振精神，在全社会形成消除贫困、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回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
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话剧《红手印》聚焦扶贫
这一社会热点以及党和国家脱贫攻坚重大战略
布署，以文艺宣传的方式，加强扶贫舆论宣传，
引导社会各界干部群众进一步重视自治区精准
扶贫工作，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构建政府、
社会共同参与精准扶贫的大格局，聚合力量，鼓
舞士气，吸引更多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参与精准
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话剧
《红手印》的创作初衷，反映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这个伟大的时代任务。2019年自治区将实施
脱贫攻坚“清零达标”专项行动，确保年底前20
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话剧《红手印》目前也正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的统筹安排下进行全区基层巡演。在巡演
过程中，剧组听取当地观众，特别是基层干部的
观感意见，不断对剧目进行提升打磨；演员们也
把此次巡演当做学习采风，通过一线群众反馈，
把角色吃透，把戏剧精神领会透，把形象塑造
好，在演出过程中将接触到的先进事迹、先进典
型、先进精神再融入到《红手印》中进一步升华，
使该剧成为真正的艺术精品，为自治区的脱贫
攻坚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说，是自治区的精准
扶贫工作的推进，“印”出了话剧《红手印》的精
品文艺扶贫之路。

从话剧《红手印》
谈文艺扶贫独特作用

◎朱洪坤

话剧《红手印》以内蒙古自治区派驻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扶贫
干部、阿令朝村第一书记、“北疆楷模”解良同志为原型，刻画了扶
贫干部毅然克服艰难险阻，最终带领村民走上产业脱贫道路的感
人故事。该剧强烈表达了内蒙古自治区广大扶贫干部和农牧民群
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再现了内蒙
古各级党员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与基层群众“心连心”的暖人
故事，讴歌了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勇于担当、任劳任怨、无私奉
献的崇高精神。

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正式下发《关于组织扶贫题
材话剧<红手印>赴基层进行巡演的通知》，话剧《红手印》剧组于3
月7日至10日赴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前旗首演，于3月25日
至30日，先后赴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拉
特前旗巡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话剧《红手印》剧组正在根据基层驻村干部和群众提出的
建议对该剧进行修改完善，从4月10日开始，剧组计划陆续深入兴
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巡演。

编者按

话剧《红手印》是一部再现驻村第
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开展精准扶
贫、一心带领贫困户全面脱贫因而深受
广大村民信任和爱戴事迹的优秀作品。

话剧《红手印》来自于一个真实的
故事，以自治区派驻乌兰察布市察右中
旗扶贫干部、阿令朝村第一书记、“北疆
楷模”解良同志为原型，刻画了扶贫干
部面对群众质疑、家人误解和种种难
题，毅然克服艰难险阻，一心为民、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最终带领村民走上产
业脱贫道路的感人故事。该剧强烈表
达了全区广大扶贫干部和农牧民群众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心和信心，再现了内蒙古各级党
员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与基层群众
心连心的暖人故事，讴歌了扶贫干部舍
小家为大家、勇于担当、任劳任怨、无私
奉献的崇高精神。

剧中党史研究室承担了包扶新扎
木嘎查的脱贫攻坚任务，作为包扶干部
的解国良被派到新扎木嘎查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负责新扎木的脱贫攻坚工
作，时间定为一年。在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的一年中，解国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
责，与嘎查的父老乡亲打成一片，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殚精竭虑为
新扎木的乡亲们脱贫夜以继日地工作，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村中原来对
他不信任、不理解的村民。当他任职一
年期满，将要离开新扎木时，新扎木嘎
查的村民们联合写下了请愿书，请求解
国良留下来带领他们继续完成脱贫攻
坚的艰巨任务，并在请愿书上按下了
57个红色的手印。

精准脱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三大战
役中的一项，而用舞台艺术作品反映这
一题材，话剧《红手印》无疑是在唱响时
代的主旋律。主旋律作品要想达到潜
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必须调动起各种艺
术手段，凭借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和
感染力，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话剧
《红手印》就是用精湛的艺术表现来打
动人心，从而产生良好效果的艺术佳
作。

话剧《红手印》所要刻画的人物是
真实的人，所要讲述的事件是真实的故
事，所要表现的场景是真实的生活场
景。正因为它的真实性来自生活，当运
用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再现时，就显示出
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
《红手印》的开场放在新扎木嘎查村民
聚会的地点——望望小卖部。在这个
村民聚集的地方，人们等待着新来的驻
村第一书记，等他把带来的扶贫款分给
大家。新扎木是内蒙古的贫困村，虽然
村里的贫困户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但
从村民们的议论里所反映出来的等、
靠、要的生活态度，以及非贫困户不平
衡的心理状态，折射出新扎木贫困的真
正原因，反映了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
艰巨性。这为解国良到新扎木任驻村
第一书记所遇到的种种事件埋下了伏
笔，使观众从舞台上的艺术真实感受到
了生活中的真实。

塑造一批形形色色的人物，让这些
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背
景中展现各具特色的个性，树立起一个
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是话剧《红
手印》的突出艺术特色。由于生活背景
和生活习性不同：孟来全夫妇开着小卖
铺，没有孩子成为他们的心病；巴雅尔
善于畜牧养殖却不善种地，老婆孩子去
了城里，面临家庭困惑；刘三宝夫妇虽

然是种地能手，却只会种地，别无所长；
孙富贵夫妇外出打工返乡，虽然不喜与
人相争，但对扶贫救济款也动了心思；
刘全因老父亲瘫痪在家需要照顾而成
为留在新扎木唯一的年轻人；乐娃和乐
娃奶奶一少一老残疾人相依为命……
他们致贫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孟来全夫
妇的小卖铺由于村里人穷，销少赊多，
生意不景气；巴雅尔虽养了羊，但羊价
下跌，卖羊入不敷出；孙富贵因在工地
出事故，手指头伤了３根；刘三宝种地
虽好却收入不高……性格的不同又造
就了不同的艺术形象：张发奎沉稳、巴
雅尔暴躁、孙富贵憨厚、孙婆子计较、老
拐迷信、腊月爽直、张婆子心里不平、乐
娃天真无邪……这一个个具有鲜明个
性的人物，形成了新扎木村民的群像，
使观众从演员舞台上的表现，感受到了
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编剧在创作剧本时独具匠心，而演
员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可圈可点。《红手
印》中解国良的扮演者与他所扮演的人
物原型有过长时间的接触，使他对于人
物心理性格的把握十分到位，把这个人
物表现得活灵活现；刘三宝、韩书记为
同一扮演者，两个角色一个是种地的农
民，一个是城市的机关领导，扮演者深
入农村生活，深入机关单位去体验，真
实感受这两个不同角色的不同生活经
历和生存环境，因此在塑造这两个角色
时显得得心应手；扮演乐娃的女演员，
年纪很轻，戏也不多，但对角色的理解
颇有独到之处，其演技崭露头角。话剧
《红手印》的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和
戏里戏外的全身心投入，为整部话剧的
成功演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舞台呈
现提供了真实的表演原型，用他们颇具
艺术感染力的角色深深打动了观众。

新扎木驻村第一书记解国良是话
剧《红手印》的主人公，也是该剧着力表
现的人物。57个红手印的故事来自生
活中的真人真事，这是话剧《红手印》最
打动人心之处。解国良把群众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对党交给的精准扶贫任
务，倾尽心力。剧中所表现的解国良不
是万能的救世主，而是踏石有印、抓铁
有痕、一心扑在精准脱贫工作上的共产
党员形象。心里时刻想着群众的解国
良不断探索，终于找到了让村民脱贫致
富的正路，使新扎木的精准扶贫，由单
纯救济而走上了扶志扶智的轨道。解
国良不计个人得失，对党忠诚，全心全
意为新扎木村民服务，带领新扎木村
民走了脱贫致富之路的实际行动，深
深感动了新扎木村民，他们集体写了
请愿书，并按下了 57个鲜红的手印，
挽留解国良继续担任新扎木的驻村第
一书记。

话剧《红手印》用生动的舞台艺术
表现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扶贫攻坚如
果脱离群众、搞花架子、不实事求是，老
百姓就会与我们离心，只有坚持群众路
线，认真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才会与之同心
同德。解国良在新扎木扶贫攻坚工作
中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当代共产党人
的风范，那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
不懈的努力，实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愿
望。

话剧《红手印》充分展现了党员干
部在脱贫攻坚战役中的艰辛努力，是一
部弘扬着主旋律、正能量的优秀艺术作
品，让我们为话剧《红手印》点赞，为该
剧塑造的优秀扶贫党员干部解国良这
一人物形象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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