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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老太家门口
演上抗日戏

“乡亲们快跑吧！鬼子来了！”
听到邻居的呼喊，一身布衣的刘
乃秀在“儿子”的搀扶下，踉踉跄
跄地从院子里跑出来，口中着急
地喊着：“儿子，我们快跑！”从村
口的土台阶上奔跑下去，在弥漫
的硝烟中，从村口消失。

刘乃秀小心翼翼地躲在墙
边，直到听见“好……过！大家辛
苦！”才从村口慢慢走出，一级一
级地在台阶上迈着步子，大口喘
着粗气。

这是《一马三司令》的拍摄现
场。脱下了戏服，刘乃秀一天的拍
摄任务结束，她的身份从一名群
众演员，变回了常山庄村一名普
通的村民。

刘乃秀今年62岁了，一整天
的拍摄下来，她的劲头仍然很足，
因为每拍完一天，就能赚到40块
钱。这个月已经拍了十几天，能赚
四五百块。

在刘乃秀拍摄的基地，到处
是破损的房屋，被熏得发黑，营造
出了战争的气息。屋子因为山地
的高低起伏而不规则地错落着，
房屋之间需要攀爬山路才能抵
达，到处是裸露的石头。“以前我
们村就在这里，这几年没怎么
变。”刘乃秀呵呵地笑着。

路过一个破旧的院子，墙上
还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
语。院子里，石头垒砌的两间小屋
又黑又窄，

刘乃秀说，这是她曾经住过
的地方，就是这两间小屋，当年满
满当当住了刘乃秀一家5口人。

“现在，我住的是二层小楼，光院
子就比这里大。”

她比划着，仰头笑了起来，她
说，她生活的改变，是从一部电视

剧开始的。

挑水、种地
都要翻山越岭

2008年，《沂蒙》剧组来到临
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拍
摄，打破了刘乃秀平静的生活。

打记事起，这座山村就是刘
乃秀的全部。起伏的山路，阻断了
跟外面的联系，村民们都是世代
在这个山村里住着。“外面的人不
好进，我们也不好出，出去赶集，
一大早就翻下山，晚上黑了天才
回来，一步步爬着把东西拿上来，
怪折腾。”刘乃秀索性就不下山，
在村里一呆就是几年。

与外界的隔阂，让种地成为
刘乃秀一家主要的生活来源。“山
里的土地跟平地上不一样，得到
处找地种，那时候种两块地，还
要翻一座山。”刘乃秀和村民们
的耕地在对面的大山上，每天天
不亮就要起，走十几里山路挑肥
打水。

一年的收成，仅够刘乃秀夫
妻和三个孩子生活，有一年碰到
收成不好，家里断了粮，刘乃秀就
把饭菜给孩子们吃，自己和老伴
去挖野菜，啃地瓜皮。

山区的贫困，让村里的孩子
们都离开了家，刘乃秀和其他妇
女老人只能在村子里留守。

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人，对
大家说，剧组到村里拍戏，正在找
群众演员，想去的赶紧报名。

村里来了“大明星”
还能一起演戏

刘乃秀一听能赚钱，马上就
报了名，第二天一大早等在村口。
大多数情况下，刘乃秀穿好粗布
衣服，站在一边看着来往的演员，
就赚到了钱。这让她尝到了甜头。

刘乃秀记得，那时候村里的
老人和妇女们都跑出来做群众演

员，白天村里基本都空了，有时候
刘乃秀和老伴都在村里拍戏。两
个月下来，刘乃秀就赚到了1000
多块。“我种上大半年的地都没这
么多钱啊。”

后来刘乃秀从电视上得知，
她拍的这部戏叫《沂蒙》，在她觉
得有了赚钱门路的同时，沂南县
也从中看到了契机，以常山庄村
为核心，以实践“沂蒙精神”为主
线，建设以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和
沂蒙红嫂纪念馆为
主要载体的“沂蒙
红嫂文化旅游产业
园”，通过旅游业综
合性强、关联度高、
拉动力大的产业优
势，发展红色旅游，
改变长期以来以资
金、物资简单化输
血式的临时救助扶
贫方式。

《红嫂》《斗牛》
《铁道飞虎》……几
年下来，刘乃秀见
证着220多部影视
剧在村子里拍摄，而刘乃秀每场
戏都抢着参加，久而久之，她手头
逐渐宽裕的同时，也成了村里的

“老明星”。

身边的邻居们
都有了“工作岗位”

但是仅仅靠当群众演员，刘
乃秀并没有摆脱贫困户的身份。
有的时候，刘乃秀一个月只干了
五天的群众演员，这完全无法支
撑刘乃秀和老伴的生活。大部分
时间，她仍然像从前一样，翻山越
岭地去山上种地。

2014年，在全省第一次精准
识别贫困户时，刘乃秀和老伴被
纳入贫困户的范畴。对于贫困户
来说，如果要实现脱贫，固定的收
益至关重要。

让刘乃秀没想到的是，她住

的憋屈屋子，竟然给她带来了增
收。随着影视基地的开发建设，常
山庄村900亩土地要用于影视基地
开发建设，涉及156户贫困户的367
亩土地，其中就包括刘乃秀一家的
四亩地。而这每年每亩地能让她增
收1000元。

刘乃秀那个用石头垒砌的小
家，就被用作影视基地，她和老伴
跟着全村人从山区搬到了村南一
公里的二层小楼。

刘乃秀觉得，自己逐渐向一个
“正常人”靠拢着，不再是山区里那
个闭塞、落后于社会的村民。她发
现，身边的邻居们也都有了“工作
岗位”。依托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和
沂蒙红嫂纪念馆，安置贫困人口干
保安、做保洁、干建筑零工或当群
众演员就业 2 8 7人，月收入可达
1000-2000元；全村还有32户贫困
户发展“农家乐”宾馆、饭店、手工
艺品制作、土特产销售等，年户均
增收2万元。

刘乃秀和老伴也在2015年实
现了脱贫。

按照自己的兴趣
去做一个群众演员

今年，刘乃秀关掉了社区的超
市。每天继续和村里的人一起，到
基地当群众演员。刘乃秀说，她想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了活干以后，整个人拴住
了，也没时间去当群众演员，可是
我真是想去啊。”刘乃秀说，“经常
有姊妹们叫我去基地，说周迅来
了，陈小艺来了，把我急得不行
了。”刘乃秀算计着，老伴每月干保
洁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每年家
里就能收入1万多块，完全够两个
人生活。于是刘乃秀打定了主意，
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当一个
群众演员。”

从一份贴补家用的收入，到按
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一个群众演员，
却承载了刘乃秀脱贫的故事。她现
在也在努力做一个“城里人”，垃圾
不再随随便便丢在村里，学会用煤
气、暖气生活。

刘乃秀觉得，一个基地带来的
不光是收入的增加，更多的是对生
活的希望。

2016年，常山庄村的村民们实
现了全部脱贫。在基地的辐射范围
内，马牧池乡新立村、岸堤镇万佛
山村、岸堤镇大峪庄村等也依靠着
旅游业的带动，惠及700多户，1000
多贫困人口参与乡村旅游产业链
条，实现脱贫增收。

没有戏拍的时候，刘乃秀就坐在地上，跟同村的群众演员聊天。

扫码看脱贫微纪录片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习总书记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今今年是我省脱贫攻坚
的关键一年。如今，半年时间即将过去，我省各地正通过下“绣花”功夫，对症下药，精准帮扶，并以产业扶贫助力脱脱贫不返贫，以使越来越多的
贫困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本报今推出“脱贫记”专题报道，通过记录发生在基层的脱贫故事，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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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沂沂小小村村庄庄成成了了红红色色影影视视基基地地

刘刘刘刘老老老老太太太太专专专专职职职职当当当当演演演演员员员员
4月的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开始渐渐显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色，弥漫在一排排

破旧的石头房间。导演们的一声声急促叫喊，打破着山村的宁静，也打破着山村的贫穷。
村民刘乃秀是拍摄现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群众演员，然而在她的身上，讲述着一个

山区村民依靠演出产业带动脱贫的故事。 刘乃秀（右一）穿上戏服准备拍戏。

■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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