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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为原型

达州方言话剧《北斗星下》成都首演

守山护林
当代愚公的故事感动观众

在《北斗星下》剧情中，离休后的周
永开来到达州万源的花萼山，发现这座
曾经的英雄山，因为过度砍伐失去了往
日的生机。周永开心急如焚，在高高的
腊梅岭上，他带领村民成立护林造林
队，开始了“第二次保卫战”。在周永开
的坚持和带领下，“绕着走”的村长、泼
辣的骂山嫂子、退伍军人、家具小商人、

爱喝跟斗酒的村民……纷纷加入守山
护林的队伍，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产
业新路。

这段荡气回肠的当代愚公传奇，生
动诠释了周永开“党是一生的追随”的
初心使命。同时，该剧巧妙融入山歌、
抬工号子、背二哥等地方特色鲜明的非
物质文化，充满着浓厚的大巴山风情。

舞台上，演员们生动再现了周永开
不遗余力保护生态环境的诸多动人场
景——面对不理解的村民，他用坚持赢
得了大家的信任；面对留不住老师的村
小停课，他叫来外孙女支教；面对落后
的生产生活条件，他拿出自己全部的积
蓄……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引起
了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每一幕结束，
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7年至1949年，周永开曾任巴中
县委委员、化成（南部）区委书记。新中
国成立后，他在担任巴中县委副书记、
书记期间，带领全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植树造林运动。巴中的莲花山林
场，也由此从砍树的林场变成了植树造
林的全国先进林场。

观看首演
他称“做的工作还很不够”

该剧主创人员介绍，《北斗星下》由
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四川省委组织部、
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指导，达州市委、达州市人民政府出品，
已纳入四川省主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年
度项目（2021年）和四川省廉洁主题剧
目。在成都演出前，该剧目已在达州市
巴山大剧院演出四场，近5000名党员干
部和群众观看演出，社会反响强烈。

“我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我做的工
作还很不够，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接受
党和人民群众的再教育……”6月8日
晚，《北斗星下》在达州市巴山大剧院首
演，应邀到现场观演后，周永开本人如
是说。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终身，就
是到你死的那一天！”解放前，周永开冒
着生命危险在川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
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自
己工作过的达州、巴中两地百姓造福，
恪尽职守推动地方发展、脱贫攻坚、改
善民生和生态建设，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周老革命”。
从达州市纪委离休后，周永开发动

村民常年坚持植树造林，截至目前已成
功造林800余亩。其间，他私人出资3万
多元购置树苗，并向当地纪检部门争取
到3万多元资金，在龙王塘种植华山松
500亩，命名为“清风林”。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2007年花萼山成功建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曾永强 王祥 记者 曹
笑）泸州龙马潭区2020年和2021年就业
培训资金使用都在500万元以上，这么庞
大的资金该怎么监管，怎么确保每一分钱
都花在该花的地方？今年4月，龙马潭区
纪委监委启动就业培训领域专项整治工
作，推动人社、就业部门对就业培训领域
突出问题进行排查和整改，其中培训学员

考勤问题被列入重点问题整改清单。
专项整治启动之后，龙马潭区纪委监

委召集派驻纪检组及人社局、就业局等召
开工作协调会。区就业局按照技能培训
监管实际，针对老式考勤机能手动修改
考勤记录、不能实现全程监控录像、考
勤出来后需第三方审核等弊端，及时开
发了集“AI”智能面部识别、出勤统计等

功能于一体的“AI”就业创业工作监管
系统。该系统还能让工作人员通过电
脑或手机端，实时督查各培训班的培训
情况，杜绝虚假打卡、手动修改考勤记录
等。

据了解，为方便培训机构使用该监管
系统，龙马潭区就业局在系统中加入了学
员信息批量导入、后台自动计算出勤率、

培训视频全程上传保存等功能。同时，该
监管系统借助视频通话技术，还适用于其
他就业创业相关工作的监管。

目前，龙马潭区纪委监委在就业系统
治理中检查核查就业培训机构9家、承训
企业8家，涉及培训项目班次123个、培训
学员4851人次，发现问题23个，整改问题
21个，退回培训补贴资金2940元。

9月26日下午，达州方言话剧《北
斗星下》在成都华侨城大剧院首演。
舞台上，演员们用心用情诠释着自己
的角色，通过“铁脑壳”“神仙案”等6
个篇章，生动诠释了“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同
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备受观众
好评。

《北斗星下》由李扬舟编剧，许曼
地、伍埕导演，邹成勇、王伟、王涵、田东
霖等主演，以四川方言的形式，讲述周
永开离休后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通
过组建退休干部义务护林队，不遗余力
参与花萼山护林造林，推动花萼山成功

创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动诠释了他
“人可以离休，但共产党员永不会离休”
的朴实承诺。

据 悉 ，为 完 成《北 斗 星 下》的 创
作，丰满人物形象，该剧主创团队的
导演、主演、编剧、作曲等人先后多
次到周永开家拜访。“周老智慧、幽
默，和蔼可亲。随着采访越来越深
入，一个信仰坚定、光明磊落的共产
党员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清晰。”编剧
李 扬 舟 说 。 除 了 近 距 离 采 访 周 永
开，他还对周老的老部下、老同事进
行了深入采访。

首演开始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了该剧男主角邹成勇。他
直言，在饰演周永开的过程中，尤其“我
是党的孩子”“党是我一生的追随”等
台词，让身为党员的他感同身受：“通
过诠释这个人物，我切身感受到了周
老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他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百姓谋福利。”
这也让邹成勇能够更好地抓住人物的

“魂”，以更贴近角色的状态演活人物，
让观众更有共鸣。

“编剧写的剧本很严谨，表演也是
要严谨的，我演的时候，把他演成了一
个普通的离休老人，但他坚守着‘人可
以离休，但共产党员永不会离休’的承

诺，带领党员群众护林造林，在当地建
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常伟大。”邹成
勇说，这个剧今年6月在达州演出后，反
响不错。希望这次在成都演出后，能传
递一些正能量，让更多人感受到我们党
的伟大。

当天，著名编剧、导演金乃凡也来
到现场观看此剧。他告诉记者：“看完
这个剧觉得真的不错。我们都知道这
种真人真事不好写，尤其把平凡的琐事
写出来，不容易构成戏剧冲突，但这个
剧把周永开的平凡、朴实、伟大都表现
出来了，十分感人，很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泸州龙马潭区为就业培训安上“天眼”

“月亮走过腊梅岭，红军哥哥要远
行……”9月26日下午3点30分，伴随着
川东小调特色的新版《打双麻鞋送红
军》山歌响起，达州方言话剧《北斗星
下》在成都首演。这部以“七一”勋章
获得者周永开为原型创作的大型方言
话剧，用90分钟的演出，再现了一个信
仰坚定、笃定前行的共产党员形象。

周永开是达州市离休纪检干部，
1928年3月出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
号。今年6月29日，周永开获得“七一
勋章”。

新中国成立前，周永开冒着生命
危险在川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百姓造
福，恪尽职守推动地方发展；离休后，
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将花萼山建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用93岁的人
生、76年的党龄，践行了“党是一生的
追随”的座右铭。

《北斗星下》剧照。

《北斗星下》主演邹成勇：

通过诠释这个人物 我感受到周老对党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