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红旗渠》观后感

淇滨小学三二班 李汶哲 小记者证编号：11072280

持之以恒

水滴石穿

看《红旗渠》有感

桃源小学三五班 兰瑞莉

小记者证编号：11112570

� � 2 月 7 日晚上七点半，在《淇河

晨报》 小记者活动中心的安排下，

我到市人民会堂观看了大型话剧

《红旗渠》。

话剧《红旗渠》再现了上世纪

60 年代，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

的带领下， 用了 10 年时间修建红

旗渠，解决了林县人民缺水问题的

场景。

看完了演出，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杨书记和林县人民的不易，领会

到了红旗渠对于林县人民的特殊

意义。 我要向杨书记和林县人民学

习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精神。 同

时， 我也懂得了只有不畏艰险、永

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由此，我又联想到了自己。 跟

小吱吱相比，现在的生活是很幸福

的，可不知道为何，我就是没有他

们的那种坚持到底的精神。 记得有

一次，我作业写到半截，突然想看

电视，于是我就不管不

顾， 直接去看电视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

应该呀！我要像杨贵和

林县人民那样，不

怕 困 难 、 努 力 进

取，直到胜利。

（辅导老师：赵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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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卓瑞娟）2 月 7 日，话剧

《红旗渠》在市人民会堂震撼上演。在现场，有

这样一群观众，他们既不是当年参与修渠者，

他们的生活跟那个年代也相距甚远， 他们可

能甚至不知道红旗渠究竟是条什么样的河，

红旗渠精神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在演出现场，

他们依然深深沉浸在剧情中。

当看到 9 岁的小吱吱瞒着大人上山采

野菜为大伙儿充饥而惨遭不幸时，他们抽噎

了；当看到工地塌方 ，死者家属代表深明大

义， 反而给杨贵下跪感谢他为人民造渠时，

他们边流泪边鼓掌；当看到憨厚壮实的金银

铜铁锤四兄弟和准备集体结婚的青年突击

队员们在塌方事故中集体

丧生，兄弟四人准备吃顿纯

白面捞面条的四个大碗 ，转

瞬间成了摆在舞台前方的

祭品时，他们泪流满面……

他们就是《淇河晨报》的

小记者。 在本报小记者活动中心的

组织下，50 多名小记者及早预约领票， 部分

小记者按捺不住好奇，7 日下午就前往市人

民会堂观看演员彩排和场景布置， 还就自己

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导演李利宏。“当时真的有

小吱吱这样一个孩子吗？ ”“当时林县人真的

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吗？ ”

“跟小吱吱

相比， 我们现在

的生活太幸福了。 ”“我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学习林县人艰苦努力、决不放弃的精神。”

小记者们纷纷表示。

看话剧《红旗渠》

感受红色力量

50 余名小记者市人民会堂看演出

2 月 7 日晚七点半， 我在市人民会堂观看了话

剧《红旗渠》，演出很精彩，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来到人民会堂，期待演出的开

始。 忽然，一阵急促的小号声响了起来，演出开始了。

剧中有个小女孩叫“吱吱”，从小没爹没娘，她不

仅在村头给修筑红旗渠的工人们送水喝， 还给他们

挖野菜充饥。 剧中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顾年

迈体衰，在太行山上写下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八

个大字。 演出最后，演员们齐声朗诵在修渠中死难者

的名字，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演出结束，大幕拉了起来，大家以为演出到此为

止，纷纷离场。 但是，大幕又突然拉开，所有的演员走

了出来，观众都停下了脚步，把最响最亮的掌声献给

他们。

2 月 7 日晚上，我在市人民会堂看了话剧《红旗

渠》，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

《红旗渠》主要讲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事，林县

几十万人在严重缺水的恶劣环境下生存。 县委书记

杨贵为了解决全县人畜用水问题， 带领全县人民以

战天 斗 地 的 精 神

“引 漳 入

林 ”， 劈

山造渠。

整

个剧情和现在的生活真是有天壤之别，在剧中，一个

叫“吱吱”的小女孩所说的几句话让我很受震撼。 她

说： 我们林县几代人都是一生只洗三次脸： 出生一

次、结婚一次、死了一次。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洗

一次脸，然后抹上胭脂，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心

愿最终也没实现。 看到这里，我流泪了。

看看他们，比比自己，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呢？ 我相信，看过《红旗渠》的小朋友

都会节约每一滴水，让红旗渠精神传承下去！

（辅导老师：陈蕾）

刚刚过了一个物质丰富的

大年，又迎来了一顿文化大餐。 2

月 7 日晚，河南省话剧团在我市

人民会堂上演大型话剧 《红旗

渠》， 带给了我精神上的震撼和

心灵上的洗礼。

“艾蒿蒿的苦…… ”音乐响

起，帷幕徐徐拉开 ，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舞台的布景，它是由网眼

纱天幕组成的太行山远景，灰蒙

蒙的，看起来很是荒凉。 全剧故

事情节曲折动人， 演员声情并

茂 ，服饰极具雕塑感，仿佛把我

带回到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

的年代。

在剧情中， 因为没有水，孤

儿小吱吱从记事起，就从来没有

洗过脸，她盼望着漳河水能早点

流过家门前，好让她把脸洗得干

干净净 ，然后抹上胭脂 ，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然而，为了给工地

上的叔叔们挖野菜吃，她掉下山

沟摔死了。 看到这里，我不禁泪

如雨下，她只不过是一个 9 岁的

小女孩啊！

为了让 55 万林县人掀开锅

盖有水喝 ，种的地能浇水，能洗

脸能洗澡 ，据统计 ，有 189 人在

修红旗渠时死亡，256 人重伤。

演出结束了，人们还久久不

愿离开。 （辅导老师：杜娟）

快来加入

小记者行列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看《红旗渠》有感

淇滨中学七九班 李鑫源

小记者证编号：A106035

看话剧《红旗渠》

桃源小学六二班 曹子昂 小记者证编号：2008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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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与话剧

《红旗渠》主要演员合影。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本报小记者近

距 离 接 触 舞 台 布

景。 王永攀 摄

本报小记者看演

员化妆。 王永攀 摄

小 记 者 观 看 话 剧 《红 旗

渠》。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小记者采

访话剧《红旗渠》导演李利宏。

王永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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