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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贺昌的足迹追寻贺昌的足迹———拍摄手记—拍摄手记
题
记

从3月15日摄制组到达太原之后，吕梁广播电视台和吕梁广电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大型纪录片《话说吕梁——百年人物系列》正式开始了前期拍摄。本片规划题材
有贺昌、张叔平、刘少白、牛友兰、冀贡泉、刘墉如等十多位吕梁籍的重要历史人物。按照拍摄计划，许多人物的拍摄要同步推进，时间紧，任务重。摄制组历经两个半月时
间，先后走过了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陕西、内蒙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个城市和乡村拍
摄点，行程2万多公里，已完成绝大部分拍摄和采访任务。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由于贺昌烈士的篇幅占比很大，拍摄地点也最多，大家沿途的感受主要是围绕贺昌的事迹而生发，因此本文就以《追寻贺昌的足迹——拍摄手记》
为题了。

在贺昌前辈仅仅2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革命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时刻。我们追
随贺昌等前辈的足迹，努力去感同身受并真诚纪录，现将采访中几位编导的点滴感受分享出来，以飨读者。

早六时许，我们一行5人由太原驾车出
发，感觉要变天了，阴冷。由滨河西路上高
速，目测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已泛绿，春天到
了。却没有想到过长治屯留后开始下起了小
雪，过晋城翻越太行山之后逐渐下坡，海拔降
低，小雪转为小雨，这里已有成片的不知名
小树木开花，至郑州过黄河大桥时雨停。

12时许，至许昌服务区休息，吃了一

碗烩面，巨咸！气温 7 度，内里只穿秋裤
衬衣，外套牛仔裤薄夹克，体感很冷，上
车时打哆嗦。高鹏（编导兼摄像）买了黄
瓜西红柿桔子，吃起来冷得牙疼。

13:36，过漯河，又开始下雨，天气预
报武汉是中雨。14:35到确山服务区，气
温 2度，真冷！出发第一天我们就遭遇了
一场强度极高的寒潮。大家带的衣服都

不多，到达武汉之后，每个人都添置了一
件打折销售的廉价衣服御寒。

晚 8时许，在酒店附近的浏阳憨伢子
家 常 菜 馆 吃 饭 ，到 了 鄂 境 吃 的 却 是 湘
菜。服务员提醒有无忌口，意思是菜很
辣，怕我们外地人吃不消，结果，有一道
菜加的是海椒，确实很辣，但都被又冷又
饿的我们吃了个一干二净。

2023年3月16日 太原到武汉 老赵头（总编导）记

九十六年前，贺昌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盘点贺昌在武汉的活动轨
迹，今天我们在武汉的拍摄点共有 7个，6：20早早就在附
近一家粥铺吃过早餐开始工作。

下午 16:00拍摄完毕离开武汉赴湖南平江。
近 20 时到达平江，在酒店安顿好出来吃饭时，饭店

竟然大都已经打烊，转悠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小饭馆交代
肚皮。

两天的劳顿已让大伙略感疲惫，我们商量决定，往后
的节奏应略微松缓一些，早上 7 点半至 8 点吃饭后再出
发。

2023年3月17日 武汉 老赵头记

这几日，我们由湖南长沙、湘潭、株洲，再到江西安源、井
冈山、兴国、瑞金。贺昌在江西的活动地点非常多，拍摄点自
然也多，尤其是在赣西赣南山区，山路弯曲狭窄，又逢阴雨连
绵，给拍摄造成许多困难，但即使是这样，每天的拍摄点起码
都有七八个。此时，大家刚出发时候的兴奋劲头已经过去，但
也学会了忙里偷闲，上车睡觉、下车开工，车马达人马达交替
运动。大疆无人机也多次趁无雨或小雨的间歇快速升空抢拍
环境镜头。

今天在红都瑞金，遇到了难得的多云天气，飞行员（张园园 航
拍兼摄像）的无人机终于大有作为，一次次兴奋地飞上高空。

明天的路程有点绕，会很累。

2023年3月22日 瑞金 老赵头记

此次规划拍摄的十多个吕梁籍重要人物，贺昌的
历史资料比较丰富厚重，所以拍摄的点也是最多的。

有关贺昌的拍摄点大部分在南方，路途遥远，
尤其是江西，山区村落居多。我们预估 3 月的南
方即将进入雨季，所以出发前特意准备了干粮及
雨具等生活必需品。

从出发到现在，追寻贺昌的足迹还算顺利，但
是有些艰辛。摄制组经河南进湖北，从长治就开
始下雪，一路向南，由雪转雨，到现在这雨几乎没
有停过。

每天早饭后，大伙便开始一天的紧张拍摄。
由于拍摄点分散，近的相距几十公里，远的相距几
百甚至上千公里。为了赶时间和进度，每天中午
都没时间休息，晚上收工在八点左右，遇上离驻地
或下个拍摄点较远的话还得赶夜路，吃完晚饭一
般都在九点多十点，甚至更晚。晚饭后，小伙伴们
还要做场记和素材整理，规划第二天的路线行程，
十一二点休息是常态。

每天连轴转，加上冒雨拍摄，七八天下来，大
家倍感疲惫，小伙伴们开始想家了。

（下转4版）

2023年3月22日 瑞金
高玉杰（编导兼制片）记

枣叶子变成“金叶子”。如今，红枣枣芽
变废为宝，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新支点。柳
林县高家沟乡农民马金凤以前是个围着锅
台转的家庭妇女，现在在当地药茶企业打
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俺和丈夫
都 在 这 里 干 活 ，每 个 月 可 以 赚 5000 元 左
右。”马金凤欣喜地说。

据了解，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当
地的华茗堂药茶公司已为周边 60户农户提
供就业岗位，带动 100多人共同致富。

柳 林 县 现 有 红 枣 林 28 万 亩 ，年 产 量
3000万公斤，年加工转换量 1.2亿公斤，红枣
产业及其连带产业年产值达 5 亿元。作为
红枣深加工产业链上一项主要产品，通过引
进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深加工处理，小
小的枣芽为乡村带来丰厚的农业收益。作
为高家沟乡本地品牌，华茗堂药茶公司所生

产的枣芽茶以其药用价值也受到消费者的
欢迎。

在临县雷家碛乡，村民李玉平是较早带领
村民采摘枣芽叶增收的能人。他说:“村里大部
分是留守老年人,5至 8月份采摘枣芽，三个多
月时间有的能收入 7000至 10000余元。这是
实实在在为枣农谋幸福、创收益的好项目。”

小枣芽大产业。阳府井实业集团是临
县最大的三产服务民营企业，该集团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流转了 15858亩红枣林建立了
枣芽茶采摘基地，成立了山西茗 茶叶公
司，形成年产 2500吨枣芽红茶规模。

该项目的实施惠及临县枣区 17个红枣
主产乡镇，37万枣农受益。在雷家碛、刘家
会、车赶、克虎、碛口 5 个乡镇，采取“企业+
村委+合作社+农户”的帮扶模式，建设 10万
亩嫩枣芽采摘基地，同时在刘家会、雷家碛、 克虎、城南建成 4个枣芽茶加工车间。在 12

个红枣主产乡镇建立采购点，每个乡镇由一
个合作社负责与各行政村对接收购。

现在，枣芽红茶系列产品已被确定为
“六大山西药茶”之一，纳入山西省工信厅转
型升级重点项目并取得了晋阳海关出口备
案资质。嫩枣芽采摘基地已经覆盖临县全
部红枣主产乡镇，正在辐射带动柳林、石楼、

兴县建立采摘基地与生产车间，惠及吕梁全
市 65万枣农。

“我们高家沟成立了全市第一家科技小
院，是集红枣科技创新、红枣技术服务为一
体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柳林高家沟乡帮扶
干部说，“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基地培育、品
牌打造上集中发力，不断提高枣芽茶生产绿
色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

小枣芽变成增收致富大产业小枣芽变成增收致富大产业
□ 本报记者 梁瑜

工人在制作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