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集广播剧《尼山暖阳》日前登上中央人民广播电
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节目。在时下连续剧动辄数十
集的情况下，《尼山暖阳》只有三集，可谓精短。然而，就
是这三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广播剧却迎来喝彩声一
片——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真挚感人……无数的赞语
让人们惊喜，让人们感动。多年不见的广播剧，究竟以
什么击中了听众的心灵？

《尼山暖阳》讲述的是孔子故里的小山村在村支书
孔佑华的带领下，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康养中心的
失败与幸福食堂的成功为线索，串起大大小小的矛盾冲
突，在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村委一班人推动“孝亲敬
老、和睦乡里、忠义担当”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念融入
基层治理，让幸福从“食堂”出发，让孝善和睦成为每个
人心中的“暖阳”。

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尼山暖阳》从种种平凡
中发现了生活的不平凡。这或许是它赢得口碑、获得成
功的原因。

“平凡小事”不平凡，在于写出了群众的难点痛点堵
点。“文如见山不喜平”。无论小说还是戏剧，一部优秀的
作品在情节设定上一定是跌宕起伏、柳暗花明，情节的走
向要出乎受众的意料。这部广播剧写的是村委一班人如
何为群众办实事，乡村里的事大都繁琐平凡，没有轰轰烈
烈，没有波澜起伏。但在这部剧中，作家精心选取了养
老、孝亲、和睦这三个切口，以尼山村为个例，从小切口寻
找矛盾冲突，精准反映了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堵点。

这样的设计，让平凡的乡村琐事变得生动起来，人物和故
事都十分丰满。剧作之所以感人，在于作家真正走入人
民大众，在朝夕相处中体会到群众的需求。村委一班人
在支书孔佑华的带领下，在大大小小矛盾的化解中提升
着尼山村群众的幸福感，反映了大时代的乡村变化。

“平凡人物”不平凡，在于打破“高大全”的样板范
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村支书孔佑华，他懂经营，会管
理，勇于奉献，有胆有识，为了筹办幸福食堂，能一下捐
出100万元的股份和分红，可以说是一个“高大全”的人
物典型。如果仅仅是这样，人物的典型意义其实是打折
扣的，原因在于“完美无缺”的典型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脱
离实际，拒人千里。《尼山暖阳》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堕
入“高大全”的老套，而是以他与哥哥二十多年不能相
融，反映了他的心胸狭隘和认知不够，当然，剧中又通过
他的反思，认识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知错即
改的品质又衬托了他的伟大形象。剧中除了“不完美”
的孔佑华，还有“不完美”的刘红梅、张二妮、杜文龙、小
雪，这些“不完美”或大或小，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让
人物有血有肉，闻其声如见其人。

一部剧作要成功，说到底离不开火热的生活。村支
书“孔佑华”的人物形象并非完全虚构，原型即来自济宁
市乡村振兴一线的几位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由此
可见，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只有作家甘于深入生活，
悉心观察，认真思考，精心创作，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好
作品。

究竟以什么击中了听众的心灵
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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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济宁非常美，天空湛蓝高远，太阳
金红绚烂，街道洁净如洗，一树树的杏花、迎春
花、海棠花迎风招展，阳光和春风暖融融的，我
的心也暖洋洋的。

这些天，在济宁市委宣传部有关同志的陪
同下，我先后到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
曲阜石门山镇西焦沟村、息陬镇北元疃村、尼
山脚下的鲁源新村、小雪街道武家村等十多个
村庄进行了细致的采访，主要了解作为孔孟故
里、儒家文化发源地的济宁地区，如何充分发
挥文化优势，通过持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深挖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孝善文化入手，以
德治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
力，促进基层治理，为乡村的振兴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的事迹。

第一次走进鲁西南乡村的我，被那些整洁
美丽的村容村貌、兴旺发达的产业基地、人们
为乡村振兴发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呈现出
来的良好精神风貌震撼、打动。其中令我印象
最深的采访对象有曲阜石门山镇西焦沟村党
支部书记张树亮、曲阜息陬镇北元疃村的党支
部书记张佃壮、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
委书记宋伟。

因3月份我去八里沟村时，宋伟书记在北
京开会，我俩没能见上。所以，在我第一次的
济宁之行中，只有张树亮和张佃壮这两位朴实
的汉子，犹如尼山脚下民宿村里盛开的硕大月
季，在我的记忆中尽绽芳华。

张树亮中等个子，身材有些削薄。村民们
提起他，个个伸出大拇指，夸他在村集体经济薄
弱的情况下，关掉挣钱的影楼，回村竞选村支部
书记，上任后以身作则，想尽办法发展村集体产
业；夸他为了解决村里年轻人的后顾之忧，照顾
村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公管老人和空巢老人的生
活，拿出自己当支部书记的工资作为启动资金，
在西焦沟村成立了爱心基金会，通过政府扶持、
社会力量捐助、老人子女自觉缴纳孝德善款等
方式筹集资金，于2018年6月，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办了西焦沟村幸福食堂。

从此，村里的孤寡高龄老人每天交5块钱
便能吃上两顿营养卫生的可口热饭菜，解决了
年轻人和老人的后顾之忧，张树亮还在村民中
大力提倡孝德之风，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移风易
俗、关爱孤寡老人等活动，让村里的乡风建设
更上层楼。

这天上午，我来到西焦沟村幸福食堂。干
净的厨房里，一个60多岁的女厨师洗了十多
个窝瓜，切好了一盘肉，旁边摆着一桶橙黄色
的液体。我正想问是否是鸡蛋液？女厨师指
着热气腾腾的蒸锅说老人们牙口不好，等下给
他们做玉米糊，外加窝瓜炒鸡蛋和一碟青菜。

这时来了三个等着吃午饭的老婆婆，其中
一个老婆婆85岁，腿脚有问题，她的大儿子死
了，小儿子在外面打工，老伴没了，她一个人生
活。旁边那个又矮又瘦的老婆婆今年84岁，
儿子是个盲人，儿媳是用女儿换亲过来的，以
前生活非常苦，现在孙子和儿媳在打工挣钱，
她吃上了低保，生活还过得去。

另外一个90岁的老婆婆只生了一个闺
女，闺女在城里工作，女婿是做生意的，家境不
错。女儿、女婿多次要接老婆婆去城里生活，
老婆婆不肯。说到城里住分层式楼房就像在
坐牢，不如住在自家的老屋里安逸。可90高
龄的她又如何能让张树亮放心呢？

为了更好地照料这些老人，张树亮和村两
委的同志商量后，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面
那栋楼房的一层改建为老年公寓，让这些腿脚

不便、逐渐失能的老人住在里边，一日三餐在
幸福食堂吃，老人们平时还可以到文明实践站
点单看戏、阅读书报、锻炼身体。

我到其中几位老人的住房看了看，窗明几
净的，收拾得挺干净，说起幸福食堂，他们全都
绽出了灿烂的笑容。

“张书记是个好支书，他工作那么忙，还天
天蹬三轮车去给食堂买新鲜菜。他还当义务
厨师呢。”

“从2021年开始，村里80岁的老人吃饭
就不收钱了，没到年龄的人在这食堂吃饭，每
天两顿收5块钱，非常划算。”

“村集体开办了幸福馒头社，做的白面馒
头又大又结实，村里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定制。
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十多万的收入呢。”

老婆婆们牙齿不全，话却说得清晰。张树
亮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说起幸福食堂，他感
谢村委和上级的支持，更感激市委宣传部和爱
心企业的关照与力挺。当年市委宣传部在县
里挂职的干部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们村
的幸福食堂很受群众欢迎，不但写稿进行宣
传，还牵线介绍爱心企业过来考察。其中一家
爱心企业后来与市有关部门签订了2000万元
的捐赠合同，只要村里开办了爱心食堂，就能
从这家企业的捐赠中得到 5万元的补贴费
用。这一举措大大地激励了各村创办幸福食
堂的热情，也给予已办幸福食堂的村庄实际的
支持。

当我问起他办幸福食堂的初衷时，张书记
说民以食为天，老人的两顿热乎饭菜关乎孝
道，关乎民情，这件事要是做好了，老少都得
利，家家能放心，村里的人际关系会更和谐，所
以他才想尽办法去做，大家也非常支持。

那天我在幸福食堂的墙上，看到了村民的
捐赠表，有人捐1000元，有人捐300元，也有
人捐20元，不管钱多钱少，都代表了一颗真
心。捐赠表旁边还摆着个木橱，橱子里放着老
人家吃饭的碗，上面贴着老人的照片，怕老人
认不出自己的碗筷或者记错了。

“这个橱子是张书记设计的，这几年到食
堂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有时经费不够，张书

记自己掏钱买菜。张书记的爹是个煤矿工人，
他把老爷子的工资也拿来倒贴办食堂了……”

“张书记以前开影楼挣的钱都贴在幸福食
堂里了，你看，老人住的这些房他也贴钱装修
了。他是把别人的爹娘当自己的爹娘来养。
真是个好人啊！”

那三个等吃中午饭的老婆婆再三拜托我，
有机会一定要在报纸上多宣传他们的张书
记。那位84岁的瘦小老婆婆更加激动，抓着
我的手久久不放：“张书记是俺的救命恩人
呐。俺以前住的老屋是危房，有一次下暴雨，
家里进了水，俺没地方去，只好躲在桌子下面
避雨。哪知道水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把俺给淹
了，张书记打着手电，冒雨跑过来把俺背出去
了，后来政府给俺解决了救困房，现在的政府
心里装着俺们呢。”

老人们对政府、对村两委、对村支书的感
激热烈而绵长，我们走的时候她们依依不舍地
送到门口。结果我们刚刚走出门，就迎面碰见
几个老人用轮椅推着一个老爷爷走过来。当
听说我是来采访幸福食堂的时候，他们建议我
一定要去村委会看一看。

西焦沟村的村委办公室是栋不起眼的两
层楼房。我们过去时，院子里的两排凳子上坐
着十几位晒太阳的老人，旁边是成排的月季花
和杏树，老人的白发与盛开的鲜花形成了鲜明
的反差，却又出奇的和谐。

原来，现在的西焦沟村由三个村合并而
成，人烟稠密，村民们常为屋檐滴水、灌溉田
地、养羊的数量、牛羊粪的处理等事情闹矛盾。

为了促进村里的乡风建设，张树亮从孔子
老先生那儿找到了办法，在村里开展“烦事德
讲礼——老街坊和村支书拉呱”的活动。每个
月花3至4天的时间接待村民，为他们调解纠
纷，用此办法消弭了不少矛盾。

张佃壮如同他的名字一般，身材敦实，声音
洪亮，说话语速有些快，地方口音浓重，有些话
我听不明白，还要宣传部的同志“翻译”。尽管
如此，我还是很快了解了北元疃村的相关情况。

息陬镇位于曲阜东南方，距城区十公里。
春秋时期，息陬镇境域属陬乡，孔子曾在此作

《春秋》。 按说此地有圣人遗风，民风应该更
为淳朴敦厚。可张佃壮书记却告诉我，北元疃
村以前很穷，治安非常乱，有不少村民以挖断
穿村而过的公路，强行抬车收费为生，时有偷
盗案发生。

1993年接任村支书之前，张佃壮在外做
生意，是村里有名的能人，后来他回乡竞聘上
了村支书，针对村里的乱象，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整顿，奋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拍卖村里河段
的采砂权，为村集体经济赢得了第一桶金，随
后致力发展多彩农业，打造形成了金银花基
地、鲜花种植基地、苹果和中药材基地，同时积
极开展农业与文化结合的观光旅游业，村集体
和村民的收入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北元疃村因此连续多年被曲阜市委、曲阜
新区、息陬镇党委政府评为“五好村党支部”

“先进村民委员会”“社会治安先进单位”“农村
财务管理先进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村庄规划建设先进单位”。
张佃壮本人相继当选为曲阜市第十四届、

十五届人大代表。获得2019年度“全国十佳
农民”称号。2020年又被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为“全国劳动模范”。
由此可见，张佃壮成就了北元疃村，北元疃村
也成就了张佃壮，可谓真正的双向奔赴。

在经济条件明显优于西焦沟村的北元疃
村，幸福食堂的处境有些尴尬。由于村民的收
入普遍较高，即便村两委给予符合条件的老
人免费吃食堂的权利，除了孤寡老人锚定在幸
福食堂吃饭外，其他长者宁肯在家里吃，一则
不用来回走路，二来吃得自由。因为这个缘
故，当我参观该村食客稀少的幸福食堂时，非
但没有为此惋惜，反而为他们高兴。因为这从
另一个侧面说明村里将敬老孝亲的工作认真
落实到了每个家庭。

以上两位村支书的采访笔记我做得比较
详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许多细节，经过艺术
化的处理后，融进了剧本中，比如村民挖断路，
想靠抬车费发财一事，就在第七稿中出现过，
后来被改掉了。《尼山暖阳》一剧中，村支书孔
佑华的身上，有张树亮和张佃壮的影子——竞

选村支书之前，都在外做生意，有相当的运作
经验和实战能力，是村里的能人。为了村里的
发展，他们舍弃了自己的事业，回乡当了一名
村干部，以忘我的精神带领村民摆脱了贫困，
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

而熟悉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委
书记宋伟的人却异口同声地认为，《尼山暖阳》
中的村支书孔佑华是以宋伟为原型塑造的。

的确，孔佑华身上有许多宋伟的影子：小
时挨过饿、受过穷、辍过学，长大后当过兵，开
过公司，发了财，后来他和前面的张树亮、张佃
壮一样，为了家乡的发展，回乡当了一名村支
书，为了发展村集体企业，累得耳积液侧漏，瞒
着家人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伤口还没痊愈，又
开始为集体事业奔忙。为了启动村集体的项
目，他个人垫资几百万元，后来又将自己的巨
额股份捐给村集体，从而使后八里沟村形成了
互联网+商业、科技、教育、养老、生态旅游等
产业格局，安置了2万多人就业创业，让村庄
从最初的负债累累发展到现在拥有40多亿元
资产，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美丽村幸福村，
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乡村”“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全
国学雷锋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妇联基层
组织建设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荣誉称号。

宋伟本人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2019年7
月 26 日，被表彰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2020年12月，被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选为2020年度“最
美退役军人”。2023年8月，被表彰为第十二
届“中华慈善楷模”。

拥有这般杰出业绩的宋伟，自然而然地走
进了我的笔下。只是广播剧中的尼山村，村经
济才刚刚起步，许多发生在宋伟身上的精彩故
事没能用上，我只有将他和另外几位村支书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深挖传统文化
的精髓，从弘扬孝善文化切入，以开办幸福食
堂为主线，将他们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
想，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实际行动关爱弱
势人群的“魂”与“神”注入人物性格中，从而使
孔佑华身上发生的故事既平凡又不普通，既亲
切又不失生动，让人物显得可亲、可敬、可信。

由于对鲁西南的风俗民情不够了解，《尼
山暖阳》的初稿出来后，得到山东省委宣传部
文艺处的热忱指导，济宁市委宣传部多次组织
专家学者进行讨论，集体为剧本创作保驾护
航，让我修改时有的放矢，有据可依。

为了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我又进行了两
次深入采访，从而增进了我对剧中故事和人物
的理解，给了我更多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前后
十七次的修改，《尼山暖阳》的剧本终于定稿。

这时已是2024年的初春。我眼前浮现出
去年此时鲁西南大地上那灿若云霞的杏花。
狂风骤雨过后，杏花的花瓣哪怕飘落在地，也
要化作护苗的春泥，继续给大地提供养料。而
枝头上依然挺立的花朵艳红如胭脂，又似缕缕
洒下的春阳，给人带来温暖与和煦。相信通过
导演、演员二度创作后的广播剧《尼山暖阳》也
能这般，在家长里短的叙述中，在激情澎湃的
演绎中，让听众感受到来自孔孟之乡的真情与
温暖。

【温燕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江西省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挂职），江西省作协副
主席。其主创或参与的广播剧、电视剧、小说
等先后十余次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杏花白 暖阳红
温燕霞

“咱村里建了一所幸福食堂，热乎乎的饭菜吃得香。弱
势群体都受关爱，谱写出孝善文化动人乐章……”这是广播
剧《尼山暖阳》开场的一段山东琴书演唱。该剧主旨厚重感
人，影响广泛深远，实现了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
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媒体播出后，社会反响
强烈，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乡村振兴题材的广播剧精品。

正如唱词中所述，为了让村里老人吃上一口热乎饭，孔
孟故里的尼山村委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为老人们办了一所幸
福食堂，由此引发出一连串党员干部带头关爱弱势群体，全
村上下齐心共建美丽乡村的感人故事。该剧选材视角新颖
独特，揭示的主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百善孝为先”，孝道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赋
予新的内容。村支书孔佑华等人敢于担当、无私奉献，从解
决村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养老问题出发，身体力行，用真情、
爱心温暖着每位老人，感染着每位村民，“孝亲敬老、文明有
爱”的传统美德如绵绵细雨滋润着每位村民的心田，不知不
觉中村里的风气发生了改变，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
变，那些家长里短的矛盾也在慢慢化解。

剧中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真实动人。主人公村支书孔佑
华不仅是典型的乡村振兴带头人、一方父母官，还是儿子、丈
夫、兄弟，多重身份的设定使得人物形象真实而又丰满。他
出身农村，内心始终对自己的家乡饱含深情，自己富裕了，还
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回报家乡父老。在建康养中心、办食
堂的过程中，村民的指责、家人的不理解，使得孔佑华一度处
于两难的境地。剧中多处运用了旁白和内心独白，把人物挣

扎纠结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设计
也发挥了广播剧以声音见长的优势，将人物心理活动以形象
可感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和丰满。此
外，村民杜二狗、刘桂花、张二妮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整部
剧充满了淳朴而又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非常成功的。从编
剧的角度来说，写戏就是写人，人物是一切行动的始末。《尼
山暖阳》里的每个人物的塑造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人物
形象丰满、多面，遵循了戏剧创作中塑造人物的规律。

《尼山暖阳》在情节设置、结构组织上都进行了创新，以
三集总计一个多小时的时长，通过采用点面结合的片段式
叙述，描绘出一幅真实、生动、鲜活的新时期乡村生活的美
丽画卷。通过讲述康养中心没有办好，孔佑华等人遭众人
指责，再到决心办幸福食堂遇到一系列困难，串联党员干部
带头关爱弱势群体、解决家长里短的矛盾一系列情节片段，
使故事线索清晰，人物形象饱满，听众虽不在现场，却能以
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到故事中，深刻体会到了以孔佑华为代
表的基层共产党员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感受到全村上下齐
心共建美丽乡村的暖心画面，达到了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
的“双重振动”。

语言生动、演播声情并茂、音效烘托得恰如其分，也是
《尼山暖阳》的成功之处。如几处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旁白，
精炼、准确地表达了人物情感的变化；康养中心出了问题，老
人要求退钱的场面，巧妙地运用音效渲染剑拔弩张的紧张气
氛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想象能力，让听众的
情感随着人物的行动轨迹跌宕起伏，喜怒哀乐。

圣贤故里 孝善新风
李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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