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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勠力创伟业，初心不忘再起航。“人民就
是江山”菏泽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型文艺演出，6 月 23 日晚在菏泽大剧院盛大举
行，用菏泽视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
领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奔赴美好生活的光
辉历程。

演出分为平原人山、坚实足迹、花开盛世三
个篇章，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演进为
主线，运用百人合唱、大型舞蹈、多人朗诵、情景
短剧、视频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挖我市红色
故事，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经济发展的巨大
变化，将民心的力量化为艺术的史诗。

600余人倾力付出

“从繁花似锦，到夏日炎炎。从两人、三人
……到全体演职人员达 600余人，这个规模在全

省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总撰稿编剧、语言类节
目导演裴俊刚说，作为一名外地人，能参与这项
工作让他觉得十分荣幸。

他介绍，入组时，主创团队仅有总导演一人，
在随后的创作过程中，他感受着更多人员、更多
力量加入、汇集起来，自己也从最初跟组直到演
出结束。

“为实现壮阔豪迈的舞台效果，出动全市专
业音乐舞蹈演员，菏泽学院、技师学院、曹州武校
等相关专业师生和市戏剧院、市各有关艺术家协
会艺术工作者倾数上阵。”总导演胡世群介绍。

在专业演员数量仍不能满足演出需要的情况
下，市直女子合唱团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成
160名合唱队伍，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等
多家单位精选干部职工200余人投入到排练中。

“我们树立了一个信念，把这次的演出作为

一个政治任务，敢打硬仗、克服万难，一定要打
赢、一定要胜利。”来自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李
丽华说，没有舞蹈经验，就反复跟随老师练习；没
有基本功，就比别人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

“轻伤不下火线。”这是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
员的“行动指南”。在全部演职人员中，50名特警
是唯一未曾请假的队伍。至于带伤上舞台，就如
带伤上阵一般，他们习以为常。

舞蹈编导、《民心》主舞陈丽青记得，大型节
目需要上场 200余人，彩排场地最初选在露天广
场。五月阳光灼热，一大群人就在坚硬的路面上
旋转、跳跃，无暇顾及暴晒与路面的尘土，他们知
道，自己最终要登上的是如何庄重的舞台。

“虽然退休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不
能忘。”历史顾问田浩存，怀着一种使命感参与其
中，对剧本认真研究，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由
于多次搬家，搜存的历史资料虽有遗失，他依然
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一一核实，经常忙
到半夜。

“脚本、舞美、大屏视频等多方面都经过反复
打磨，其中，画外音、语言类脚本创作修改了十余
次。在排练中不断磨合、完善，也让我不断感受
到民心的力量。”胡世群说。

有震撼 有感动 受教育

从参与策划到采风，从红三村等地革命遗
迹，到红色纪念场馆再到黄河滩区迁建村台、生

物医药港、牡丹机场等地调研采访，裴俊刚对菏
泽这片土地有了新的认识。

“一路走来，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他被这里
的红色文化底蕴所感动，更深刻地感受到，在曹
州大地抗击外侮、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人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的情谊。

创作、排练过程中，台前、幕后的学习与感动
同在。演出成功，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
必将成为每个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给自己加了一个标杆：从这一刻起我知
道我要做什么，要向先烈学习什么，也知道共产
党人能做什么。”这一经历，让裴俊刚深切体会到
革命历史时期，人民是党的靠山；新中国成立之
后，党永远是人民的靠山。

演出当天，田浩存和老伴到大剧院观看演
出，被深深地震撼和感染着。他说，虽然不懂艺
术，但从每一个舞蹈和动作中，都看得出党和人
民水乳交融、患难与共的党群关系。

“我参加过的活动中，合唱、朗诵等形式较为
常见，但是能结合自己当地的革命斗争史、经济
发展史等情况，创造性地体现到晚会中，非常难
得，效果非常震撼。”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
术家赵炎评价说。

国家一级演员范玉星则用“这是一次实实在
在的党课”来评价。他说，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军
人，参与的过程虽然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很受教
育。 文/图 记者 付凤臣

穆李村，隶属于菏泽市牡丹区马岭镇
管辖，位于菏泽老城区西南部，中华路西
端，北依万福河。距城区约 6公里，共有耕
地 95公顷，总人口 1650人。 据《李氏宗
谱》载，穆李村已有 700余年的历史。明洪
武年间，穆氏、李氏先祖由山西洪洞县移民
至此，分别形成了穆庄和李庄。此后两村
在中间共建一座观音庙，使两村连合成一
村，始称穆李村。

清嘉庆年间，村民为防兵匪水患，共
修一寨，村名更为穆李寨。大寨呈椭圆形，
周长 6华里，寨基宽 5丈，顶宽 1丈，外墙垛
口高 4尺，筑四门，设炮台，置火炮，以备护
村。穆李寨经历百年风雨，于新中国成立
后拆掉，现已风貌不存。1957年夏，多日
连降暴雨，寨内积水逾 3尺，村民无法居
住。自 1959年至 1962年，分别外迁，分为
东、西、南、北 4个自然村，现穆李村实为四
个自然村的总称。

穆李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及浓厚
的乡村生态景观，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拥有丰富
的特色旅游资源。2007年，为发展乡村旅
游，启动旅游项目建设，其中有采摘、面塑、
垂钓、武术、书画、农家乐等地方民俗文化
展示和生态农业观光。2010年规划为乡
村旅游示范区，成为山东一村一品的典范，
庄园经济的楷模，被评为“山东最美乡村”，

“A级旅游景区”。 我曾多次前往穆李村去
游览、采摘、休闲，每次去都会留下诸多的
记忆。

跨过万福河桥，往南是平坦的马路，
绿荫蔽日，两侧是采摘园，瓜果飘香，一幅

新农村的风景图画。 村东口，有一青石牌
坊，四柱三门，双梁方柱，上刻“穆李村”三
个大字。穿街到村西口，就能看到新建的
穆李大寨。寨墙寨门均由青砖砌成，宏伟
而高大，古朴而典雅。拱形洞门上方镶嵌

“穆李寨”三个大字，门两侧立两尊石像，身
着甲胄，耀武扬威。寨墙犹如一条青龙，盘
村而绕。寨边还有寨河，两岸垂柳纤纤，绿
草成茵；河中流水潺潺，鱼儿徜徉。

穿过寨门洞，跨过玉带桥，是一道新
的街道。商廊曲折绵延，民俗馆、面塑馆、
书画馆、小吃店，鳞次栉比，一幅新城镇的
面貌。其中的“曹州面塑馆”是我驻留时间
最长的地方，馆内有“作品展览区”，大多是
名家大师的获奖作品，有雍容华贵的牡丹，
眉开眼笑的顽童，憨态可掬的寿星，金陵十
二钗，水浒 108将，腾飞的龙，展翅的凤。
个个造型简练生动，形象逼真传神，比例夸
张适度，色彩鲜艳夺目，令人叹为观止。

馆内还有“面塑制作区”，只见面塑艺
人们把小小的七彩面团，在手中几经揉、
搓、捏、拈，再用竹刀点、切、刻、划，顷刻间
变成生动的艺术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还有“面塑体验区”，艺人正手把手地指导，
游客可亲身体验面塑制作的乐趣。现在
穆李村几乎家家参与，人人制作，号称“中
国面塑第一村”，还有“天下面塑出穆李”之
说。穆李面塑已驰名全国，享誉世界，现已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曹州面塑，菏泽人俗称“捏面
人”，历史悠久。它是在古代祭天地、敬鬼
神的“花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早在
尧舜时代，菏泽地处黄河流域，天灾水患连

年不断，当地人为避灾祸、求平安，常去敬
天地、祭神灵。为了节约祭品，后用“花供”
代替牲物，初有“生面塑”和“熟面塑”两种。
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刷色塑”和“染色塑”，
这些就是早期的“曹州面塑”。数千年间，当
地面塑历经沧桑变幻，几度沉浮兴衰。

据碑文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
江西弋阳的米塑艺人王清原、郭湘云游艺
至菏泽，与当地的花供艺人郝胜、杨白四合
作，把米塑和花供技艺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

“曹州面塑”。曹州面塑采用可塑性较强的白
面和糯米为原料，再加上颜料、防腐剂、防干
剂，按一定比例调和成面泥，然后借用竹签、批
刀、剪刀、梳子、骨簪等工具，采取揉、搓、捏、
拍、拈、剪等手段，即可塑造出工艺品。

面塑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特别是
儿童。又由于原料易取，制作方便，且简
单易学，易于普及，从业者越来越多。后
来艺人又把它作为副业活动，成为一种谋
生手段，并以面授技艺立家兴业。在节日
和农闲时间，赶集串乡，走南闯北，随捏随
卖，逐渐流传至曹州及周边地区。后来他
们云游全国各地，以至出国卖艺。至此，
不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使“曹
州面塑”发展成为一种集观赏和把玩于一
体的民间工艺品。

清光绪年间，李朝顺的面塑艺术已驰
名曹州，并传艺后人，其中李俊兴、李俊福
技艺超群，且各具特色。李俊兴善风流仕
女，李俊福善英姿武将，被誉为“文武二
李”，驰名中外。此后他们又广收门徒，传
授技艺，至今盛行不衰。自 1920年以来，
李俊兴、李俊福及师徒 10人，多次离家去

上海、厦门、香港，并出国到菲律宾、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卖艺，受到一片赞扬。现
在还有多人在外地留居，经营面塑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面塑艺术有了新的发
展。1956年，李俊兴协同儿子、侄儿，在菏
泽城中成立面塑社，1957 年迁至济南。
1958年，李俊兴参加全国工艺美术表演，受
到朱德元帅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后来获得

“国家工艺美术老艺人”的称号。1979年，
李芳清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创作设计人员代
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2年访问澳大利亚，在总理府捏袋鼠，大
受赞扬。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李芳清为“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1996
年，他应邀去柏林，为德国总理科尔塑像。

2004年，村民李效普的作品获得了全国工
艺品博览会最高奖——山花奖。

曹州面塑艺术是中国乡土文化的重
要代表，它依托民俗而生，却又顺应时代而
变，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极广的受众面，是
民间艺术的一枝奇葩。穆李村，作为曹州
面塑代表村落和传承单位、国家级“非遗”
保护示范基地，面塑艺人们一直坚持面向
市场，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去实践、
去探索、去创新，不断地改进面料和色彩，
发掘新的题材，进一步提升了观赏性，也有
了更大的经济价值。从而出现了很多新
的技艺和人才，现从事面塑艺人已近 400
余人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使这古老的“指
尖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

丁里长是郓城县丁里长
街道办事处所在地，由丁东村、
丁北村、丁南村组成。北距郓
城县城 9公里，南到巨野县城
20公里，东南到济宁市区 50公
里。郓巨公路穿村而过，西有
郓赵公路连接，南与日东高速
相连，交通极为便利。

呈条状散居形的丁里长
现有 36姓，1602户，5645余人，
以王姓居多，耕地 4230 余亩。
地势平坦，西高东低，赵王河故
道从村前流过，丁北沟、新丁沟
纵横交错，水利条件优越，极有
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据《郓城县志》记载，丁里
长很早就形成了民间大集，所
以村名叫明大集。明朝初期，
王氏一世祖王政自琅琊迁郓邑
城内，明永乐二年 (1404年）迁
到此地。明朝中叶，村内有丁姓
为里长，因办事公道，威望较高，
故改村名为丁里长集，后简称丁
里长。历经沧桑变化，丁里长已
无一户丁姓，但名称从未更改。

清 末 属 郓 城 县 丁 南 里 ，
1928年归郓城县四区自新乡，
1940—1942 年划归郓南县四
区 ，1942 年属郓鄄巨菏办事
处，1943 年改归临泽县，1946
年划归郓城县四区。1958 年
初为丁里长乡管辖，同年秋建
丁里长大队，属丁里长公社。1984年初分为丁里长东、丁里长
北、丁里长南三个村民委员会，隶属丁里长乡。1992年 12月，
丁里长乡撤乡设镇，隶属丁里长镇，2019年 7月，归属丁里长街
道办事处。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在丁里长进行了一次针对日
军司令官的“斩首”行动，而使丁里长名闻天下。

1938年 5月，日军将铁蹄踏上了郓城。从此，郓城人民陷
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汉奸疯狂残害抗日军民，占领郓城的日军头目是司
令阪田大佐。他将司令部设在郓城，统辖郓城、鄄城、巨野、梁
山、寿张、嘉祥及菏泽北部广大地区。曾多次谋划扫荡抗日根
据地，屠杀抗日军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广大抗日军民对
其恨之入骨，时刻想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

李士杰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伪县长刘本功的小
车司机，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40年初春的一天，天
近黄昏，李士杰从日军翻译官张洪光处得知：第二天凌晨，坂田
司令要去济宁参加军事会议，由日军和警备队 40余人乘两辆
军用卡车护送，其中李士杰驾驶一辆卡车。李士杰得到消息
时，郓城县城四个城门已经关闭。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找到
城里的抗日游击大队交通员，以伪县长司机的身份，将交通员
送出了城，把情报送给了 20公里外的抗日游击大队。游击大
队连夜出发，第二天凌晨 4时许进入丁里长，设置了伏击圈，等
候阪田“光临”。

早上 6点钟左右，天还没亮，从郓城方向开来三部汽车，吉
普车在前，后面是满载日军和警备队的两辆大卡车，吉普车里
坐的正是阪田司令和他的副官，李士杰驾驶的一辆卡车尾随
吉普车之后。当估算吉普车快要进入埋伏圈，李士杰故意整
坏卡车，挡住了第二辆卡车的路。毫不知情的吉普车继续向
前开去，和卡车拉开了距离。

随着一声“打”的命令发出，子弹、手榴弹一齐飞向吉普
车。瞬间，吉普车哆嗦了几下就变成了一团火球。吉普车里
司机和副官没来得及还击，就一命呜呼了。狡猾的阪田，听到
枪响从车里跳出来，顺势滚到公路沟里装死，被游击大队长杜
广居一个箭步冲上来将其当场击毙。当护送阪田的日伪军冲
过来时，抗日游击大队已全部安全转移。整个战斗 10多分钟
就结束了，我方无一人伤亡。

这次对日军的“斩首行动”，震惊了日本本土和日本陆军军
部，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对日军是一次极大的震慑，让敌人见识了我抗日军民打击侵
略者的决心和力量，受到了鲁西军区的通报表彰。

如今的丁里长早已看不到昔日的战火硝烟，现在是全省重
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种子繁育基地、中国江北最大的酒类包
装基地。村庄绿树成荫，四季鲜花盛开，高楼大厦林立，车间机
器轰鸣，人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魏建国

儿歌曰：张二哥，力气大，一人能拉一张耙，一人能扛樑一架，
一人能拉车一挂，一掌能打石头炸，一腚坐塌椅子架，一锅窝头一
顿下。

古语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原地区地域开阔，四季分明，
因此中原人士也往往身材高大，个性分明。中原人居住的庭院也
喜欢阔大，明亮，挺直，以正大为美。甚至动植物，也秉承了人物
的个性，鲁西大黄牛、鲁西大西瓜、鲁西大抵羊，都是中原地区的
特色。

山东出大汉，北方多力士。在农村，有人能扛两匹装满小麦
的大布袋沿麦场走一圈，脸不红气不喘；有人步行一百多里路到
临县赶集，当天来回不喊累；一个劳力一天向房顶扔两立方泥土，
依然谈笑风生不知疲惫，好像是天赋神力。

曾有位邻家二叔，身材高大，天生蛮力。有一次，去临县卖粮
食，晚上拉着空地排车回家，在半道上遇到几个手持木棒的劫道
贼，手无寸铁的二叔，情急之下两臂架起车杆，把上百斤重的地排
车箱耍得团团转，几个抢劫的被惊得目瞪口呆，纷纷抱头鼠窜。

力士们大都身体强健，性情质朴，心思纯正，受人喜爱。中原
人做事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最厌恶绕圈子、使绊子，
以简单朴实为美。还讲求血性刚强，行侠仗义，所以直爽之人倍
受推崇。《水浒传》介绍人物，一提到赤条条一条大汉，必是心胸旷
达、不拘小节的磊落好汉。一提到五短身材、尖嘴猴腮的，往往是
善用心机的势利小人。

世上之物，最高境界“真善美”。真善美中，唯真最为可贵，因
为没有真就难言善，更谈不上美。而中原人秉持的坦诚、朴实、率
真，是一种合乎天道的纯真和阳刚，不能不说是一种至高的生命
状态。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在成武县博物
馆人文展厅，北宋名
相庞籍的塑像颇显
果敢刚毅。一个曾
被誉为“后世诸葛
亮”的政治家、军事
家、文学家，威名远
超范仲淹、司马光的
贤相是如何造就的
呢？

庞 籍（ 公 元
988—1063年），字醇
之，成武人。出生于
官宦家庭，大中祥符
八年（1015年）中进
士，初授黄州（今湖
北黄冈）司理参军，
深得知州夏竦赏识，
认为庞籍“有宰相
器”。后历任开封府
兵曹参军、大理寺
丞、知襄邑县、群牧
司群牧判官、殿中侍
御史、开封府判官、
侍御史、刑部员外
郎，迁判大理寺，晋
天章阁待制，因敢于
直言、公正廉明、政
绩卓著，逐渐得到仁
宗皇帝的信任。

宝 元 元 年
（1038年），庞籍被任
命为陕西体量安抚
使，后为都转运使，
负责处理对西夏的
军政事务。庆历元
年（1041年），庞籍再
次 在 西 部 边 关 为
帅。在军事方面，实

施步步为营的防御战略，在有利条件下坚持主动
出击的灵活战术，全部收复了被西夏侵占的土地；
在经济方面，采用制裁措施，断绝了与西夏的互市
和榷场贸易，迫使西夏停止侵耕，致使西夏手工
业、商业一度处于停滞萎靡状态；在政治方面，利
用反间计，剪除了西夏重要将领；在处理民族关系
方面，庞籍对辽、吐蕃、回鹘等民族采用招抚蕤和
政策，稳定巩固关系；在战略战备方面，庞籍又把
防御措施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在延州与庆州间
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
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
立无援的境地，实行一方有警，各方能援，最大限
度地增强了整体防守能力。庞籍统兵战守之策使
延州边疆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数次挫败了夏
军入侵，最后，迫使元昊向北宋称臣。

1045年，庞籍被擢任枢密副使；1048年，改任
参知政事，拜工部侍郎；1049年，迁枢密使，晋户部
尚书；1051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
士、监修国史兼译经使，独任宰相。庞籍为相，重
视发展经济，恢复国力；提倡节俭，反对奢靡；尤其
注重拔擢人才。培养、举荐并重用了司马光、狄青、
范缜、种世衡、郭逵、周美、王信、李师中、王莆等一大
批栋梁之才，使处在危机中的宋王朝一度中兴。

1053年，被宋仁宗誉为有“深谋远虑”宰相之称
的庞籍，因为国直言开罪于宦官、言官，被罢相，出知
郓州。后特诏加观文殿大学士，继拜昭德军节度使，
徙知永兴军，再改知并州。又加户部侍郎、移知青州，
后徙定州。军国大事，皇帝不时垂询遣问。1060年，
在应诏入京时坚求致仕，“表上者九，手疏二十余通，
朝廷不能夺。”最后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

1063年 3月，庞籍病逝，仁宗遣使吊唁，赠
司空，加侍中，谥庄敏，司马光亲撰墓志铭，《宋
史》有传。庞籍著有《天圣编敕》《清风集》（范缜
序）《清风集略》（司马光序）等传世，《全宋诗》

《全宋词》等录其多篇诗文，《宋史》《城武县志》
等载有司马光、文彦博、范仲淹、苏轼等与其唱
和文辞。在潍坊沂山歪头堌，留有庞籍题壁“郝
崖映辉，云海飞霞”石刻，笔力雄浑苍劲。在延
安清凉山、青州松林书院、成武庞氏家祠，贤相
庞籍的塑像、礼位赫然在目。他杰出的风范、传
世的业绩，一直受到人们的祭奉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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