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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之树长青

先进模范是时代的先锋。 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 是我们

党的政治优势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社会共识”， “ 倡导富强、 民

主、 文明、 和谐，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倡导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推动文化强区战略。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建华指出： “ 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 营造文明和

谐、 公平正义、 健康向上的氛围”， 要“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的强大合力”。 自治区党

委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作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常抓不

懈。 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机关、 进企业、 进农村、 进

社区、 进校园、 进军营，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成为了全社会自觉追求的价值导向。 广泛开展了文明城市、 文明社区、 文

明企业、 诚信企业、 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推动学雷锋活动制度

化、 常态化，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渗透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 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涌现出了

像冯志远、 海小平、 李潇、 纳振东、 “ 拖车哥”、 “ 打伞妹” 等一大批先

进典型， 彰显了我区干部群众的良好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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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王结、 王兰花、 张艳琴、 拜金仓、 拜小强、 寇江伟、 周波、

周学河、 虎志文、 韩允洲、 王爱华、 汪苏艳、 赵峰等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

人物不断涌现， 在塞上大地广为传颂， 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他们

用自己的爱心和善行， 用自己的坚守和执着， 在危急时刻选择了义举， 在

生死关头展现了人间大爱， 感动了社会， 感动了宁夏。 他们的先进事迹和

高尚品德， 是雷锋精神的接力传承，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

是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生动诠释， 是引导和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

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事业需要崇高的追求。 当前， 我

区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迫切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进一步巩固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工程系列丛书·先进人物篇》 的出版， 通过用身边的感动去教

育干部群众， 进一步凝聚力量， 激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以高昂的斗志和良

好的精神面貌， 积极投身到建设开放宁夏、 富裕宁夏、 和谐宁夏、 美丽宁

夏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 李建华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 学习他们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思想境界，

学习他们立足平凡、 追求崇高的美好情怀， 学习他们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

的敬业精神，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践行者，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做建设开放宁夏、 富裕宁

夏、 和谐宁夏、 美丽宁夏， 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者。

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2013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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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男，2004年获得银川市“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有突出贡献

的个人”荣誉奖；被文化部评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

获得“中国十大才智人物”“宁夏 50年影响力人物”称号。 2005年获

得“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2008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

2010年被评为“宁夏慈善大使”。2014年 9月 27日于银川病逝。

张贤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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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贤亮，认识他的

人眼前就会闪现出一副和蔼

的面孔：瘦高个子，慈善的

表情，文绉绉的脸上，看上

去并不像一个官架十足的董

事长，而更像一个饱读诗书

的人，而他确实是一个文人，

一个当了董事长的文人。

在公司员工的眼里，他

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一个

威望很高的董事长；在旅游

业内人士眼里，他是一名用思想、用文化在大地上书写立体文学作品的

旅游产业第一人；在中国文学圈的文人眼里，他是一名积极活跃，笔耕

不辍的知名作家、诗人，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书法家。能把这三种身份

和谐地集于一身，并且又做得非常出色、非常成功的并不多，而他却做

到了，还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贤亮。

■创作篇：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文字

张贤亮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江苏盱眙，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

中学时代就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并尝试文学创

作，曾写作发表了 60余首诗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劳动改造长达

22年之久，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后，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邢老汉和

狗的故事》 《灵与肉》 《肖尔布拉克》 《初吻》等；中篇小说《土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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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龙种》 《河的子孙》 《浪漫的黑炮》；中篇小说《绿化树》 《男

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风格》 《习惯死亡》 《我的菩提树》。其中

《灵与肉》 《肖尔布拉克》分别获 1980年及 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对于文学创作，张贤亮

有着自己的见解：“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

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

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

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

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他的作品诙谐、睿智，厚重

而有张力，散落在文字间的思想，深邃而不做作。小说的语言充满着诗

情的色彩、美学的特质、角度独特，展现了那个年代平凡人物真实的一

面。人生的苦难在他的幽默中透着丝丝心酸，坦诚和率真在文字中滋蔓

而不动声色，从他作品平实的叙述中人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文化思虑和

人文关怀，却又在理性的哲理和感性的细节上引发了人们对时代和命运

的思考。即使身居董事长职位，张贤亮每天除了忙碌公司的事务外，依

然笔耕不辍，每天坚持利用琐碎的空暇时间构思着一篇篇富有哲理的

散文，一部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和一首首激情涌动的诗歌。没有谁会相

信一个如此繁忙的人，还会有如此的激情和毅力，始终如一地表达着

对文学的喜爱，抒发着对人生的情感，创作出如此多又如此经典的作

品来。

迄今为止，78岁的他有 9部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电视并搬上了银幕：

《牧马人》 《黑炮事件》 《肖尔布拉克》 《龙种》 《异想天开》 《我们是

世界》 《男人的风格》 《老人与狗》 《河的子孙》；作品也被翻译成 33

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时代周刊》 《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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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

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也都对他做了大量的报道。

■创业篇：二十年耕耘，成绩斐然

1961年，正在“劳动改造”的张贤亮发现了镇北堡，并被两座古堡

百年不倒的精神所震撼，遂将其写进了小说《绿化树》中，取名“镇南

堡”。1981年，在他的极力推荐下，电影《一个和八个》在镇北堡取景

拍摄，这片荒凉初涉银幕。1993年，宁夏文联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

公司，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他将自己小说外文译本的版税抵押给银行，

还向几家单位集资，实际到

手资金仅有 78 万元。1994

年初，影城还在负债经营

时，迫于政策，张贤亮毅然

决定破釜沉舟，“下海”经

商，承担起所有的债务。就

在这样无水无电无路的困苦

情况下，他开始了可谓是

“艰苦卓绝”的创业之路。

当时的西部影城既没有

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没有深

厚的人文景观，更算不上珍

贵的历史遗迹，如何发展成

了难题。张贤亮用其独特的

文化眼光预见到，即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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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经消失的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最珍贵的，他提出保

留原有拍摄场景造型，

从民间大力搜集被遗弃

的旧家具、建筑构件、

生活用具等，与电影场

景使用的简陋材料一一

置换，并固化成永久性

景点。而随着来影城拍

摄的影视片越来越多，

留在影城的景点也越来

越多，吸引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这片荒凉的知

名度也越来越高。短短的 20年时间里，注册资金仅有 300万元，一片

只有两座废墟和几十个破旧羊圈的荒凉土地上，已经成为了每年向国家

纳税上千万元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镇北堡西部影城。而随着

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银川市提供了 500多个就业机会，每年为周

边老百姓提供 8万个工作日。到此的剧组和游客所产生的边际效应，也

极大地拉动了银川市甚至宁夏的旅游内需，提高了宁夏及银川的知名

度。另外，镇北堡西部影城作为宁夏“文明服务”的窗口，多次获得宁

夏及银川市的各类表彰，并连续几年被宁夏税务部门评为“模范诚信纳

税单位”，极大地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引领了西部旅游产业的方向，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而对张贤亮来说，最自豪的莫过于此：他创办的企

006



业，使数百人直接在影城就业，使数千人靠影城吃饭，给人们提供了就

业和维持生计的机会。看着游客们来到影城，获得快乐与轻松，成为他

每天最开心的事。

■立体文学作品篇：文化是第二生产力

一片荒凉经艺术加工成奇观，两座废墟由文化妆点变瑰宝。西部影

城从创建之初到成立 20周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收获了很多的荣耀，

张贤亮每每提起“镇北堡西部影城”，都会自豪地称之为他在大地上铺

写的“立体文学作品”。这部作品，融入了他的思想，他的创新，他的

文化，他的情感，每一句标语的构思，每一个道具的设计，每一个场景

的搭建，都浸透了他的设计与创意，体现了他的智慧与内涵。他钟爱于

创作，他倾心于作品，他不断地发掘，不断地投入，不断地完善这部书

写在大地上的巨作。西部影城在成立之初，张贤亮就主张采用修旧如旧

的方式，运用国际上整修文物古迹所通行的“可逆性”原则对明清两座

古堡进行修缮保护，此措施也得到了国家文物部门的赞赏，后来被评为

了宁夏保护文物的典范单位。而当他预见了“影视剧今后会越来越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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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系列丛书

依赖高科技制作，作为拍摄基地的影视城已是一个夕阳产业，必须未雨

绸缪，依靠文化内涵来延续生命力”后，便开始思索这部作品该如何继

续它的故事与传奇。他一方面为影城注入“有形的物质遗产”所代表的

文化内涵，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明清古典家具、古旧建筑构建，在他眼

中“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是最珍贵的，这些古董承载着已经消失

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祖先带有中华民族的遗传密码”，将它们充实到古

堡内相应的景点之中后，这些人们眼中的“建筑垃圾”重新获得了生

命，在影城绽放着独特的古典文化的璀璨光芒；另一方面从民间引入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再现了祖先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游乐方式，

让游客朋友在游乐中增长历史知识，在玩耍中体验古人生活。从影视拍

摄基地到北方古代小城镇的转型，他成功地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新的能量

与活力。

张贤亮以“继承中华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通过明城堡、

清城堡、大美为善展厅、老银川一条街等一系列立体文学作品彰显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无限生机。西部影城这部立体文学作品

也启示人们，善待历史遗迹，一定要在修复保护的基础上对历史遗迹进

行开发利用；学习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记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根与魂，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这个伟大

的中国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张

贤亮在论坛上倡导的：我们的媒体宣传，不仅要让共产党人为自己的党

有那么多丰功伟绩而自豪，从而加强党员的凝聚力，更应该让全中国人

为自己的祖先曾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创造出那么深厚的文化而自豪，从

而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民族的凝聚力才是建设和谐社会最根

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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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建言献策，关注社会

责任是一种使命。对于当前的中国，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政府，

都是义无反顾的使命。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商人便是社

会的肩膀，这个肩膀要扛起民族振兴的责任，扛起祖国强盛的希望。

有人曾说，张贤亮命运的起伏跌宕与祖国的命运是旋律一致的。中

华民族命运悲惨时他悲惨、中华民族兴旺他兴旺、中华民族发达他也将

发达。张贤亮自己也表示：他的所作所为是身为政协委员、作家和创办

影城的企业家亲身参与和想改造社会的行为。

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他深知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

运息息相关，想让中国远离劫难，只有亲身参与社会来创造历史，使国

家和民族更为文明、更为昌盛。一直以来，张贤亮以“反观过失、铭记

历史”为担当。从 1983年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国家层面参政议政长达 25年，对中国

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思想推动作用。其中他多次

提倡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助推了《物权法》的诞生；文化产业要以民营

为主等提议，也开始被广泛讨论了；在 2004年提出的《关于对拖欠民

工（员工） 工资的雇主和用人单位在法律上应制定相应的惩罚条款》的

议案，也得到了劳动和保障部的认可并形成法律条文，及时有效地保护

了农民工的权益；他提出的要树立多种途径的成才观，尤其对贫困家庭

出来的学生，要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也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进

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要使我们国家能够是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为此，张贤亮获得宁

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个人曾获得银川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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