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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再现“红色师范”的光荣历史

革命题材电影《江海儿女》公映
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5

周年，近日，一部以南通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党组织建
立前后革命历史为背景拍
摄的南通本土革命题材电
影《江海儿女》通过了国家
电影局审查，取得电影公
映许可证。

昨天下午，“爱党爱国
爱南通”《江海儿女》观影
活动在南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举行，500多名师生观
看了这部红色题材影片。
据悉，这也是影片在南通
的首次公映。

晚报讯 昨天，游泳世界冠军张琳来
到南通李宁运动中心和北城小学，和游泳
爱好者面对面，并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小朋
友们讲述冠军背后的故事。

张琳于2002年进入国家队，是中国游
泳历史上第一个男子项目世界冠军。
2009年，在男子800米自由泳中，张琳以7
分32秒12的成绩，打破澳大利亚选手哈
克特在2005年创造的7分38秒65的世界
纪录，新纪录至今未有人打破。

当得知张琳来通后，我市很多游泳爱
好者特意赶到南通李宁运动中心，一睹冠
军风采，期望得到张琳的亲笔签名。游泳
爱好者羌春华说：“我要把张琳的签名送给
孩子，让他从小学习冠军运动员那种不服
输、不放弃的精神。”

当天下午，张琳在北城小学礼堂，给孩
子们讲述夺冠路上的故事，并分享自己的成
功经验。张琳告诉同学们，游泳是一项需要
长期坚持才能取得理想效果的运动，如果想
要达成目标，需要坚持不懈地付出。北城小
学学生蒋奕凡在聆听世界冠军的故事后说：

“这是我第一次和世界冠军面对面。张琳叔
叔不仅博学还风趣幽默，我今后要成为像张
琳叔叔那样的人，为国争光。”

张琳目前担任李宁运动中心游泳总教
练，他表示今后将定期来南通，指导南通李
宁运动中心教练员，并前往南通各地的中
小学开展各类讲座，普及游泳常识。

记者沈樑 张园

再现“红色师范”的光荣历史

电影《江海儿女》紧扣“红色师
范”的核心主题，以追求真理、追求
进步、爱国爱党的师生为叙事经
纬，以20世纪 20年代，学校党组
织建立前后的历史为时代背景，讲
述了以刘瑞龙等老一辈革命校友
为原型，在严苛残酷的革命岁月中
不畏强权、投身革命、誓死抗争的
革命故事。

影片由江苏军盾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浙江红燕影视有限公司、江苏
启晟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等单位联合摄制，全国人
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题写片名。

这部长达 1 小时 35 分的影
片，讲述了进步学生柳世俊、范鞠
珍等从热血青年一步一步成长为
机智勇敢的革命志士，并与在当
地盘踞多年的反动势力斗智斗勇
的故事。最终，这些热血青年不
但用革命壮举为我党的革命事业
清除了障碍，还成功加入中国工
农红军，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

电影中所讲的江海师范学校取
材于1902年张謇先生创办的“通州
民立师范学校”（现为南通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是我国师范教育的三大
源头之一。1926年春夏之交，学校
成立了南通乃至苏北地区最早的党
支部，带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走
上革命道路，融入革命火炉。由此，
南通师范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红
色师范”，被誉为江海大地的“革命
的摇篮”。

业内人士评价，该影片充分再
现了南通师范青年投身革命、播撒
火种的鲜活历史，展示了南通作为
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
牺牲和奉献，主题符合“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的创作要求，是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
动教材，反映了革命年代进步青年
追求真理、寻找信仰的历程。影片
的公映，对于引导党员、群众、大中
小学生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

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对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提升南
通地区知名度、美誉度，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参演学生深情回忆拍摄经历

“当时得知有机会参与群演工
作，我第一时间便报名参加。演出
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影片中
映射出的红色师范精神，以及拍摄
团队的良苦用心。”昨天，在观影席
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通
师高专学前教育第一学院 2023 届
的毕业生范莹。

她回忆，在跟随摄制组到常州西
太湖影视城的那段时间，当同学们根
据剧情穿上服装、拿上道具，置身于当
时的情境时，仿佛真的回到了民国时
期，真的代入了各个角色。“为了拍摄
细节的完美，同一个镜头常常会反复
多遍打磨。在萧瑟的寒风中，无论主
角还是群演，都穿着单薄的衣服，手脚
冻得酸麻，仍极力配合着导演的统一
指挥。恶劣条件没有吓倒我们，反而
成为助推我们完成拍摄任务，还原革
命年代严酷场景的决心！”

2020年11月28日，《江海儿女》
在通正式开机。“临近岁末，傍晚的南
通特别寒冷，屋外小雨难掩我们拍摄
的热情。每当导演喊‘咔’之后，大家
都会互相说一句‘加油’！”范莹说，她
还记得她最初扮演的是纺织工人，之
后被安排到了主演身后。那是她第一
次近距离接触主演，内心激动无比，生
怕自己表现不好，但主演一直鼓励着
她：“放轻松，代入情境就行，你跟着我
的节拍就好了。”这番诚恳的鼓励让范
莹的拘谨一瞬间烟消云散，这个场景
也很快就完成了拍摄。

“后来，从老师口中我了解到，在
拍摄的间隙，本片男女一号还专程到
南京雨花台祭奠了女主角原型冯菊芬
烈士，泪洒烈士陵园。作为演员，他们
台上台下呈现的，不仅仅是人物台词
和形象，更是那段峥嵘岁月下共产党
人的崇高气节与家国胸怀。”如今，范
莹正在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攻读本
科，她表示，自己始终难忘《江海儿女》

拍摄期间的点点滴滴，更将这段特殊
的经历作为自己成长的不竭动力和人
生的宝贵财富。

记者了解到，除了范莹外，通师
高专共有300多名师生参与了该影
片的群演工作。

强化思政育人的使命担当

不久前，一场庄重且富有创意的
走“红”活动在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举行。活动精心设计了走“红”路线，
同学们怀着肃穆的心情在学校红色师
范纪念馆、刘瑞龙纪念馆、校史博物馆
和李吉林纪念馆内参观学习，深切体
悟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仰。

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柳世俊的原型
正是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著名校
友、革命家刘瑞龙。“看完电影后非常
感动，深受教育，更为自己是通师高专
的一分子感到自豪。作为新时代的师
范生，我将努力学习，掌握扎实的教育
技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
力奋斗。”观影活动结束后，通师高专
美术学院学生李冯这样说。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全国
建立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是一所红
色的学校、英雄的学校、革命的学校。
多年来，学校筚路蓝缕的办学史始终
与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一脉相承，
相映成辉。”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
委书记刘锋介绍，近年来，学校始终把
思政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首要位置，
坚持抓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持续打
造实践育人“新范式”，努力造就铸魂
育人“大先生”，着力推进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的协同融合，让红色血脉在
我们的心中赓续传承。

去年11月，《江海儿女》荣获香港
紫荆花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
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最佳女配角
提名奖”。出品方相关负责人透露，今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计划
在广大中小学重点进行宣传推广，作
为思政教育的生动载体，并争取在央
视电影频道进行播放，进一步提升影
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冯启榕

晚报讯 25日下午，海门区图书馆联
合区常乐小学开展“沿着运河读海门”文旅
研学活动，通过“阅读＋行走”的形式，带领
学生亲近文化，品味“诗和远方”。

本次研学活动围绕地方文献《海门名
人传》，循着张謇足迹开展走读，实地探访
了张謇青少年研学中心、大生三厂、青龙港
等地。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沿着运河读中
国——水韵江苏·文化走读”（南通专场）系
列活动之一，也是南通市全民文化节示范性
活动之一，旨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在边走
边读中弘扬运河文化、海门精神，坚定文化
自信。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张謇先生为榜
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投身社会
实践，将来为家乡发展、为国家富强贡献自
己的力量。 通讯员张潇雨 记者杨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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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江海儿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