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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的党费证前

观众们感悟“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

在展览中邂逅四川非遗的魅力

阆中皮影展品《金鸡报晓》演绎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在北京展
览馆举行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成
为热门打卡地。在“草鞋书记”周永开的
党费证前，人们感悟着“听党话、跟党走”
的初心。周永开先后被授予“全国离退
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
进个人”“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2021年7月1日获得“七一勋章”。

1945年8月，在巍巍青山的见证下，周
永开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
党。此后，他就一直在为党的事业奋斗。

“党费月月交，党性步步强”，这是周永开
在党费证上写下的一句话。展出的党费
证背后，是周永开不变的初心。周老虽离
休多年，但他对党的爱戴始终如一。

“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今年7月15日，周永开来到达州市直
机关工委办公室，郑重地将20100元大额
党费交到达州市纪委监委离退休党支部
书记手中。他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
切，党是我一生的追随。我只是一个保
管员，要把党和政府给我的工资，用在党
和政府以及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周永开解释，这20100元党费具有特
殊意义，“2”代表两个一百年，即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代
表第二个一百年的第一年。

1998年，时逢《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周永开等一批当年川东北的地下
党老党员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奖学金”，
用以奖励其母校化成小学、奇章中学（今
清江中学）的优秀骨干教师和品学兼优
的学生，至今已累计捐赠40余万元，颁发
20余届，共奖励师生1000余人。在周永
开看来，捐资助学绝不仅仅是做好事，

“这是培养我们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周永开夫妇都是离休干部，平时生

活俭朴、省吃俭用，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
当，全都用在了他一生追随的“革命”事
业上。每当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
事，周永开总是慷慨解囊——“共产党人
没有私心。”周永开说。

“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流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我
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理应
知恩图报。”这句朴实无华的承诺，一直
是周永开心中的头等大事。“我要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终身，就是要奋斗到你
死的那一天！”94岁高龄的周永开，至今
仍在为党的事业奋斗。

从原达县地委纪委书记岗位上离休

后，周永开扎根万源花萼山，拿出自己的
退休工资种树护林、帮助当地老百姓脱
贫致富；2018年，周永开向“共产主义奖
学金”捐赠10万元；2019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时，他主动向组织交纳了10万元党
费；2020年2月，周永开又和妻子吴应明
一起捐出10万元积蓄，助力武汉抗击疫
情。

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每次
上山前，周永开都要动员身边的亲戚朋
友为贫困户捐款捐物，并自掏腰包资助
困难村民，这家给50元、那家给100元，早
已数不清给了多少次。不仅如此，周永
开还在花萼山上选了7名学生，联系重

庆、成都7名爱心人士定向帮扶，直到他
们读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

每一个温暖和炽热的举动背后，是周
永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深热爱。
今年6月10日，周永开还以特邀嘉宾的身
份，在川东北片区“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
党走”红色典型巡讲活动中作事迹报告，
激励后辈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莫砍树，不打猎，为了子孙后代要保
护好山林。”离休后，周永开走遍达州万源
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村，苦口婆心地向
乡亲们宣传。花萼山，记录了周老离休后
20多年的奋斗历程。如今，这里已成为国
家自然保护区，绿水青山，如诗似画。

“一生都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
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
行。29名同志被授予“七一勋章”，周永
开是其中之一。

“我内心无比激动，党组织给予我重
大荣誉，我感到光荣高兴，也感到无比内
疚，过去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情还太少、
太小，今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听
党话、跟党走、走到底！”周永开说，共产
党人要有一颗公心，真正做人民的公仆。

作为一名纪检干部，周永开孙女周
靖对爷爷充满崇敬，她说：“爷爷几十年
来对党忠心耿耿，舍小家、为大家，艰苦
朴素，几十年如一日，他的精神是我们后
辈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也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践行爷爷‘听
党话、跟党走、永远感党恩’的座右铭，为
国家的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一切。”

流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周
永开常说：“我们要做到对党忠诚、清正
廉洁、敢于担当……”有一次病重，周永
开口头立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通知亲
友，不要立坟立碑，“在家乡的山上种棵
树，用我的骨灰做肥料……”

周永开与年轻党员在一起交流。（达州市委组织部供图）

走进北京展览馆的展厅，漫步“奋进
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四川展区里，透
过图片、视频、实物展品、场景模拟、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全方位呈现出
新时代“大美四川”取得的成就。

蜀绣双面熊猫画、牡丹宝相瑞叶花
瓶、珐琅鱼首饰盒、夹江书画纸、阆中皮
影……在展品区域，观众还能一览四川非
遗的独特魅力，这些出自匠人之手的非遗
作品，代表了非遗传承人数十年如一日的
热爱和坚持。其中，一件来自阆中市的皮
影展品《金鸡报晓》，凭借绚烂的色彩和生
动的形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采用多种雕刻手法
完美诠释阆中皮影魅力

一片白色的幕布之上，当青灯之影
打向这方寸之间，尺把小人便可演绎华
彩，将曲折壮阔的故事呈现于观众眼前
……这就是皮影戏，一种拥有千年历史
的戏文演绎形式。

四川皮影戏主要包括土皮影、广皮
影（又称“渭南皮影”）和阆中皮影戏三
类，其中以阆中皮影戏最具特色。而当
下的阆中皮影戏，系阆中民间皮影大师
王文坤家族所创，王氏先祖结合土皮影、

广皮影的优点，创出新型的阆中皮影戏。
展品《金鸡报晓》的创作者之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阆
中“王皮影”第7代传人王彪，在作品展出
之际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他说：“这件作品，是我与弟弟王
访4年前一同创作的。其实这是一整套
十二生肖的皮影作品，《金鸡报晓》是其
中的一件。”王彪介绍，这套“十二生肖”
从最初的设计起稿到最终创作完成，花
了一年多时间，其间进行了多次修改和
完善。“当时做了很多版本，但做出来后
又觉得缺乏灵气，所以改了很久。”

阆中皮影制作上极见功力，雕刻技
法娴熟，线条流畅细腻，镂空留实得体，
影人结构均衡，造型俊美，服饰多用川北
民间流行的传统花纹图案装饰，外观精
致优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在制
作上选用上等的黄牛皮，历经原料加工、
打磨、雕刻、敷彩、装订等三十二道工
序。而在这件《金鸡报晓》中，也能看到
极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的风格，和精湛的
雕刻技法。

王彪说，《金鸡报晓》杂糅了多种雕
刻手法，展现了多种艺术元素，还蕴藏了
不少地域文化的要点体现。“在金鸡的周

围，还雕刻了紫薇花。紫薇花在川东北
地区是最常见的品种之一，还常在当地
的建筑里作为窗花出现。所以在创作的
时候，就选用了这个元素。”

一直在创作路上
“愿更多人看到皮影之美”

挖空心思构思创作，耗时一年多才

有了这套“十二生肖”作品。当《金鸡
报晓》出现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
展上时，王彪也觉得无比骄傲和满
足。“这件作品看起来生动灵巧，画面
给人的冲击感很强。搭配的元素、色
彩，还有雕刻的手法，也让人感觉非常
舒服。”

王彪说，阆中皮影能够进入“奋进新
时代”主题成就展，这不仅是对艺术作品
的认可，也是对阆中地域文化的宣传。

“其实我们的皮影作品有很多，光作品版
权就有300多个。通过这件《金鸡报晓》，
能够把阆中王皮影和阆中古城宣传出
去，我就非常满足了。阆中古城的地域
文化鲜明，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希望能
让更多人看到。”

“这几十年，我们走过了很多的风
风雨雨，但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皮
影又再次迎来了文化的春天。我有信
心也有能力，在未来带领非遗传承人，
把非遗文化和地域文化传承得更好。”
王彪说，他希望能将传统文化和地域
文化，用四川皮影戏的艺术形式作为
载体，变成一个个剧目展示在观众面
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四川展
区，阆中皮影《金鸡报晓》吸引了不少参
观者。

展出的周永开的党费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