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7 日，瑞昌市华瑞（中国）缝纫线有限公司车间内热火朝天，工人们在生产线上赶

制订单。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7 月 12 日，在抚州东临环城高速公路工程东乡项目段，工人正在加紧施工。据了解，东

临环城高速公路项目始于沪昆高速公路，全长约 41 公里，按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设

计时速 100 公里，预计 2024 年 10 月 1 日通车。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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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由周耀杰执

导、王玮担任编剧、郭广平主演，

江西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有限公

司、江西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影《井冈星火》在全国公映，

引发观影热潮。该片讲述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创建

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

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探索的红

色故事。影片的公映，对于进一

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

神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把井冈山上 1 年

多的历史浓缩在 1 个多小时的电

影中，该片创作历时 3 年，其间对

于细节反复打磨，即便进入拍摄

阶段，也是边拍摄边完善。片中

饰演毛泽东的演员郭广平接受

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自

己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兴奋：“能

够饰演毛泽东是我的荣幸，我相

信我们的团队在未来的日子，也

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作更

多、更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

郭 广 平 是 原 南 京 军 区 政 治

部前线文工团副团长、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近

年来，郭广平在很多红色大剧中

三 次 饰 演 周 恩 来 ，两 次 饰 演 粟

裕，在话剧《小平小道》中饰演邓

小平。“伟人的革命信仰，为老百

姓造福的愿望是相同的，但他们

各自的性格、处事方法不同，我的演绎方法是：每一次的

创作都是从零开始，由内而外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

特点，从而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讲好时代故事。”郭广平

表示。

2010 年，在电视剧《红色摇篮》中，郭广平饰演毛泽

覃。那时，他内心就有了“未来要饰演一次毛泽东”的愿

望。2016年，他加入了电影《井冈星火》的创作与策划，更

坚定了饰演一回自己心目中与众不同的毛委员的想法。

“《井冈星火》不仅是演给我们这代中年人看的，更是

演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为此，郭广平克服了拍摄期间

江西天气酷热的困难，用心琢磨剧本努力达到角色的神

似，全面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形象。

有两场戏他印象极为深刻：一是影片中卢德铭牺牲，

毛泽东痛呼“还我德铭”；二是贺子珍给毛泽东烫脚，烫得

毛泽东嗷嗷叫的生活细节。“要把毛主席塑造成一个和我

们一样真实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说。

电影的片尾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整部影片进

行了点题——革命之火是不会熄灭的，哪怕只有一个火

种，也会燃起熊熊大火。影片中，特写镜头多次扫过红军

战士佩戴的红飘带，“这代表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郭

广平告诉记者，“我们影片创作的初衷就是呼唤信仰的回

归，传递精神的力量。希望大家通过观影，感受力量、获

得启发。”

江西的红色、绿色、古色文化让郭广平着迷。“钓源古

村、渼陂古村都美不胜收。电影的取景地吉安市青原区

东固畲族乡是东井冈，这一方土地上有很多祠堂，保留下

来的民宅颇具古韵。”怎么讲好革命故事？郭广平与乡里

人交朋友，积极为乡里进行文化宣传、征兵代言、农产品

代言，“我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一名党员，有义务为

老区的乡村振兴尽自己的力量。”郭广平说。

拍摄过程中，郭广平与东固老乡打成一片，经常穿着

剧服到老乡家里蹭饭吃，帮老乡生火、做饭。大妈大爷们

看到他来了，也主动与他打招呼：“‘毛委员’来啦！”“江西

的老百姓，朴实厚道；江西的美食，如霉鱼、血鸭、红曲肉、

鲜笋炒腊肉……我做梦都想吃。”郭广平笑言。

“我和江西有着不解之缘。江西是革命圣地、红色摇

篮，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去年 5 月，青原区东固畲族乡

授予郭广平“荣誉乡民”称号。

吉安不仅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更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

家乡。郭文平直言：“我喜欢这方水土，它的一切都吸引着

我。我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渼陂》讲的就是江西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好看、“好吃”还民风淳朴的江西，让郭

广平承诺：“不论江西有什么影视项目，或者宣传需求，只

要需要我，我都愿意来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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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深情牵挂赣南老

区。201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

施，翻开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

历史新纪元。

好政策要在实干中见成效。11 年来，

赣州市充分发挥苏区振兴政策效应，坚持

国 家 支 持 与 自 力 更 生 相 结 合 ，“ 输 血 ”与

“造血”并重，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上作示范，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的新路子。

提升壮大优势产业

近 日 ，走 进 赣 州 经 开 区 富 尔 特 年 产

5000 吨高端绿色稀土永磁材料项目现场，

100 多名施工人员正进行钢结构施工、门

窗玻璃安装等作业。“项目厂房主体已完

成 90%，争取 7 月底整体交付。”项目施工

负责人介绍。据悉，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投

产，将打造成智能化、绿色一体化高端钕

铁硼生产线。

稀土产业转型升级是赣州优势产业

持续向好的写照。为推进有色金属和新

材料产业发展，赣州积极培育金力永磁、

开源科技等一批龙头企业，成功争取中国

稀土集团、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

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字号科

研机构落户。

如今，赣州形成了现代家居、有色金

属、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 4 个千亿元产业

集群，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由 2011 年的 781
家增加到 2022 年的 2680 家，工业营业收入

迈上 5000亿元台阶。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近年来，赣

州实施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攻坚行动，推

行以研发为导向的政策扶持机制，鼓励和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由 2012 年 的 0.43%提 高

到 目 前 的 1.71%。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由 2011
年 的 26 家 增 至 2022 年 951 家 ，增 幅 列 全

省第一。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正在建设疏港公路。下一步，

我们将完成建筑结构及市政管网工程，完

成轨道吊等安装调试，计划 7 月底交付，8
月正式投入运营。”赣州港赣县港区五云

作业区综合枢纽码头项目负责人程永超

介绍，该码头是赣州唯一一个千吨级货运

码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赣州水运短板，

完善赣州货物运输发展格局。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蹄疾步稳，为

赣州高质量发展蓄势积能。

连日来，在宁都县梅江灌区水源工程

团结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伴

着机器的轰鸣声，工人扎钢筋、铺草坪，现

场一片忙碌。

作为我省首个丘陵区大型灌区项目，

梅江灌区工程项目在宁都县全面开工建

设，打破了赣州近 30 年没有国家重大水利

项目的局面。

11 年来，赣州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大

力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

入选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城市，获批革命老区交通

运 输 高 质 量 发 展 先 行 示 范 区 建 设 试 点 。

中心城区五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高标

准建设蓉江新区、高铁空港新区和三江口

片区，建成 57.4 公里城市快速路网，中心

城区建成区面积从 2011 年的 85.23 平方公

里扩大到 222平方公里。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通过资源整合，我们村因地制宜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

突破 100 万元。”谈及发展，会昌县白鹅乡

梓坑村党支部书记肖连京说。

近年来，会昌县通过建立“县振兴集

团+乡镇子公司+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

户”五级主体经营模式，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赣州大力弘扬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

精 神 ，一 批 重 点 领 域 和 关 键 改 革 取 得 突

破 。“全产业一链办”、惠企政策“线上一

网、线下一窗”集中兑现、“市县同权”、工

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成”审批等改革做

法在全国推广。

对接融入国家战略。抓住深赣对口

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推

动两省政府联合印发五年实施方案，建立

对口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首批 21 个重

点推进事项，深圳科技园赣州分园、深圳

赣州“飞地”产业园区、深赣港产城一体化

合作区等高质量产业合作示范平台稳步

推进。

加 大 央 企 合 作 力 度 。 自 2013 年 以

来 ，中 央 企 业 在 赣 州 落 户 投 资 项 目 67
个 ，投 资 总 额 1198.16 亿 元 ，已 完 成 实 际

进 资 547.6 亿 元 ，项 目 涵 盖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机 械 制 造 、国 防 科 工 等 领 域 ，一 大 批

投资额度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效应

强 的 央 地 合 作 项 目 在 赣 州 落 地 生 根 、开

花结果。

聚焦提高民生品质

安远县欣山镇大岭背村四面环山，多

年 前 出 村 的 道 路 只 有 一 条 弯 曲 的 石 子

路。“晴日一脸灰，雨天一身泥”，群众出行

很不方便。

11 年来，安远县在交通运输部的对口

支 援 下 ，积 极 实 施“ 构 建 大 交 通 ”发 展 战

略，大力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该县建成农

村公路 2450 公里，实现全县 18 个乡（镇）

100%通三级以上公路、100%通达客车，152
个行政村 100%通水泥（油）路，20户以上村

小组 100%通水泥路，打通了便民利民“最

后一公里”。

11 年来，赣州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

质量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教育、医疗、

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大力扩充公办

学前教育资源，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全面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90.4%，九年义务教育

巩 固 率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分 别 达

99.75%和 93.51%。

稳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累计实施

医疗卫生项目 3020 个，新（改）扩建乡镇卫

生院 273 所，市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实现全覆盖，三级医院由 2011 年的 11
家增至现在的 28家。

一路奋进一路歌
——赣州推进苏区振兴发展纪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唐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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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在大唐新余二期异地扩建项目建设现场，塔

吊林立，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该项目是我省重点建设

工程项目，总投资 83 亿元，占地面积 864.19 亩。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