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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电影《人小志大》焕发时代新光彩
你知道吗？浙江首部电影

故事片《人小志大》正是出自风
雅桐乡。前不久，两位来自桐乡
的特邀嘉宾——《人小志大》的
主演何建华、吴小红走上2024年
青年电影周（浙江）开幕盛典的
红毯，接受青年电影人的特别致
敬，从而勾起了很多人对于这部
于1959年在全国公映的老电影
的回忆。

65年过去了，站在新时代的
今天，为何我们还要致敬这部老
电影？“浙江的电影历史从《人小
志大》开始、从桐乡起航，此后一
代代电影人不断接力，推动着浙
江电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正
如桐乡市第四代电影放映员、光
影故事馆馆长朱强所言，致敬这
部历久弥新的老电影和浙江首
批电影演员，就是向浙江电影界

前辈的初心致敬，以此激励更多
青年电影人在“浙”里追梦、在光
影世界圆梦。

事实确实如此，电影《人小
志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
年，不断焕发着新的时代光彩。
这部老电影讲述的是沈富祥、沈
英江、沈炳江等 12 名桐乡少年
儿童学着大人的模样办起一个
小合作社——“平香社”并喜获
晚稻大丰收的故事，由桐乡人主
演、在桐乡取景，群众演员也都
是当地农民，是地地道道的桐乡
电影，那一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和敢闯敢拼的坚定斗
志鼓舞了很多人。

65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没有
忘记这部老电影。2019年，桐乡
举行了纪念电影《人小志大》公
映 60 周年红色主题电影节，通

过红色电影展播、学习、传承等
系列活动，让电影《人小志大》深
入人心。而在电影的取景地洲
泉镇，涌现出了以王志华、朱文
炳、朱生荣、朱强为代表的桐乡
四代电影放映人，他们凭借“认
真放好每一部电影，用心对待每
一位观众”的初心，丰富了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续写了桐乡的
光影传奇。

立足新时代，如今我们更
为关心的是如何让电影《人小
志大》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这也
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和使
命。令人欣慰的是，从今年 7
月中旬开始，一台名为《人小志
大——我要拿第一》的儿童话
剧在桐乡精彩上演，24 名桐乡
本地小演员以全新形式演绎了
那一段光影传奇。这是桐乡青

少年向电影《人小志大》致敬，
也是向那一代青少年穿越时空
的致敬。

从电影到儿童话剧，《人小
志大》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而其精神内核始终是激励青少
年敢闯敢拼。从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我们致敬电影《人小志大》，
就是要从中汲取勇争第一、勇创
一流的奋斗精神，践行“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人小志大，城小志也大。电
影《人小志大》是永恒的经典，但
一部电影显然不足以讲好、讲透
嘉兴人的奋斗故事。我们期待，
未来有更多精彩的嘉兴故事被
搬上银幕，有更多优秀影视剧从
嘉兴这片土地走出去，激励大家
更好地为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
要中心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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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学习强国”，入脑入心更要入行
近日，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的
指导下，浙江省嘉善县、上海市
青浦区、江苏省吴江区共同组织
开展了长三角示范区“学习强
国”知识问答集中展示活动，来
自长三角的8支队伍齐聚嘉善，
通过形式多样的知识问答、创新
有趣的团队配合，展开了一场智
慧与速度的较量。

这场互动学习不仅增强了
党员干部对时政热点、历史文
化、科学技术等多领域知识的掌
握，而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之间
的理论学习交流，营造了“爱学
习、乐学习”的良好氛围。

众所周知，“学习强国”是一
个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
优质学习平台。在这里，我们可
以读新闻、学理论、看视频、听音
乐，足不出户了解各地的人文风
光，拿起手机就能知晓天下大

事，可谓包罗万象。但是，如何
进一步聚焦学用转化，切实提升
学习质量和效果，依然值得思考
和探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
系。”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党员干
部更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自
主性，紧跟时代步伐。

从“ 要 我 学 ”转 向“ 我 要
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让学习成为一种态度，要切实
增强主动性，把学习当作兴趣
和爱好。对此，嘉善县通过整
合运用“学习强国”平台的各类
优质资源，以“全员参与、分层
提升”的学习模式，拓宽党员干
部的知识面和视野，并将平台
学习与实践活动深度融合，创
新建立“平台学习+互动交流”

“平台学习+实地调研”等机制，

让知识学习融入读一本好书、
做一手好菜、唱一首好歌中，不
仅实现了平台供稿多元化，还
让“学习强国”成为展示乡村生
活、展示自我的平台。

从“ 机 关 学 ”转 向“ 群 众
学”。“学习强国”不仅是党员干
部的“加油站”，更是人民群众的

“大舞台”，要吸引更多人参与其
中，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比如，嘉善县将

“学习强国”的学习优势延伸至
理论宣讲领域，从居民群众、下
沉党员中优选宣讲人才，通过举
办训练营、集体备课、示范教学
等形式培训基层群众理论宣讲
员千余名，组建“百姓名嘴”宣讲
团队，让更多老百姓站上讲台讲
述自己的故事，做到上接“天
线”，又下接“地气”。

从“ 指 尖 学 ”转 向“ 融 合
学”。用好“学习强国”，不应局

限于线上学习，更要落地为线
下场景，让学习从手机电脑走
向田间地头，因地制宜打造更
多“学习强国”线下学习空间。
今年，嘉善县陶庄镇择优选取9
个“学习强国”线下学习空间，
同步利用各村（社区）宣传文化
长廊、运动休闲广场、口袋公园
等资源，串点连线打造了3条理
论研学线路，其中的稻作文化
研学之旅，让党员群众沉浸式
看视频、读文章、学思想、答试
题，促进了线上线下学习的深
度融合。

思想田野里的耕耘，是为
了实践的收获。用好“学习强
国”，入脑入心更要入行。“只有学
习，才能强国”，只有真学、真
悟、真用，把“学习强国”当作提
升自我、充电加油的好帮手，才
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时刻保
持“满星”状态。

10月21日，此前备受关注的“长春高空抛物
致死案”终于迎来大结局：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周某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死刑复核一案依
法作出裁定，核准周某死刑，死刑立即执行。

虽然此案得以最终了结，但悲剧的根源远未
得以彻底清除。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关高空抛物的事件时有
发生，小到烟头、果皮、鸡蛋壳，大到杯子、花盆、
家用电器等，不仅匪夷所思，更让人心惊肉跳。
在社交平台上，网友们也是一边倒地对此表示愤
怒：一定要将高空抛物者绳之以法！

高空抛物绝非儿戏，只有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惩每一起“随手抛”事件，才能守护好人们“头
顶上的安全”。实验证明，一枚30 克的鸡蛋从4
楼抛下，会将人的头顶砸出肿包，从25楼抛下，冲
击力足以致人死亡。

好在，随着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
段的完善，高空抛物者很难逃脱法律制裁。比
如，高空抛物正式入刑，加大了打击力度，指纹
比对、DNA 采集等手段也普遍被应用在排查工
作中。但仍有少数人存在侥幸心理，想着“一
抛了之”。这就需要执法部门做到“抓大不放
小”，对于发生在人流密集区、小区内部等处的
高空抛物，即使没有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也要全力以赴调查侦破。这不是“小题大
做”，而是要让心存侥幸者认清法律没有任何
宽宥余地。

防止悲剧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守护“头顶上
的安全”，需要社会各界迈出更大的步伐。比
如，小区物业绝不是局外人，依照《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掷物、坠落
物造成他人损害，未履行该项义务的，应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这就要求物业公司完善小区的监
控体系，在不侵犯业主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完整
记录和智能抓拍相结合，而不能关键时刻“装
瞎”。此外，社区可以发挥基层治理的优势，以
网格群提醒、入户宣传教育等方式，加大普法宣
传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性，提
高群众的守法意识。

当然，要想让高空抛物现象早日销声匿迹，
你我的每一次“意识觉醒”都很重要。从此前高
空抛物案件来看，“当时主要图省事”“没想到会
砸到人”是不少抛物者的心理状态。反观我们自
身，既然大家如此痛恨高空抛物，那就人人从自
我做起、从督促身边人做起。要清楚意识到，即
使是一个小小的物品，从高空落下也可能造成不
可挽回的悲剧。尤其是，嘉兴几乎每年都会遭遇
台风天气，我们需要仔细检查搁置在阳台上的物
品，做到既不抛物，也不坠物。

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才能让高空抛物从“零
容忍”变成“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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