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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做好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任劳任怨、尽
责尽力。

人物小传 牛犇，原名张学景，男，汉族，1935年7月生于天

津，2018年5月31日入党， 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五届理

事，上影演员剧团演员。 1945年拍摄首部电影《圣城记》入行并取艺名牛犇。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 从艺76年

来，在电影《牧马人》《泉水叮咚》《邮缘》《猴娃》《棋王》、电视剧《老酒馆》《外滩

钟声》《海棠依旧》《遍地书香》等作品中饰演配角。 1980年代，出任上海电影

制片厂电视部主任，主导了《踏浪》《蛙女》《上海屋檐下》等电视剧的拍摄。 曾

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中国电影表

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等荣誉。

2018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入

党不久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

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牛犇：跟着共产党走，是一辈子的事情
演了一长串配角，他接戏“不论角色大小，故事表达的主题一定要正”

摁了摁心口的党徽 、 整整衣衫 ，

牛犇郑重地冲着镜头说： “开始吧。”

时间退回到十多分钟前， 得知要

在室外拍摄祝福党百岁生日的视频 ，

86 岁的他坚持要回房一趟。 养老院花

园里的满目葱茏固然漂亮， 可在牛犇

看来 ， 自己胸前必须要佩戴上党徽 ，

一切才会是完美的。

如此仪式感， 当然可视之为一位

从影 76 年老艺术家的职业素养。 但再

听听他的另一番坚持便会懂， “初心”

是最恰如其分的解释———“不用陪， 我

一个人去就行 ， 十分钟路不算什么 。

跟党走， 是一辈子的事情。”

86 岁的牛犇党龄不长。 2018 年初

夏， 他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至今

党龄三年。 “但其实从内心讲， 党的

教育始终在我的血脉里、 身体里， 和

我的人生几乎同步。”

“跟党走，能吃饱饭、过
上好日子”

牛犇说， 少时他学会的第一首歌，

是中电三厂 （北影厂前身） 大院里参

加过八路军、 新四军的哥哥姐姐教的

《读书郎》， “歌里唱 ‘上学堂不是为

做官也不为面子光 ， 只为穷人要翻

身 ， 不受人欺负也不做牛和羊 ’， 这

是党给我最早的思想启蒙 ”。 少年郎

悟出的道理很简单， “跟党走能吃饱

饭， 我是穷孩子， 要想过好日子， 就

必须依靠党”。

十来岁的孩子对吃饱饭有执念 ，

因为童年过得苦。 牛犇生于天津， 见

过战火 、 挨过饿 。 九岁时父母双亡 ，

哥哥在北京的中电三厂找到司机工作，

把牛犇和妹妹接到身边 。 那是 1945

年 ， 日本人刚投降 ， 城里一片混乱 。

哥哥白天开车接送剧组， 牛犇就和妹

妹在厂院里帮大家跑跑腿。 哥哥劳苦

一天 ， 带回家一张饼 ， 牛犇吃几口 ，

妹妹吃几口。 演员谢添也住在院子里，

他留意到这个男孩身上的倔强劲儿 ，

当得知 《圣城记》 缺个村童 “小牛子”

时， 他向沈浮导演推荐了牛犇。 片场

里大家都喊角色名， 谢添提议， 索性

“一牛到底”， 从此， 原名张学景的孩

子有了艺名牛犇。

1947 年， 张骏祥导演受邀去香港

拍 《火葬》， 主演白杨推荐牛犇演她的

“小丈夫”， 少年便跟着剧组到了香港。

那段日子， 演员们住在庙街， 街坊多

是香港本地的贫苦人家。 目睹中国人

民受到殖民者压迫的情景， 刘琼与几

位进步的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偷偷学习。

这一切， 牛犇不太懂， 但直觉告诉他，

“大家是为了不受欺负， 要过好日子”。

1949 年 10 月， 北京的喜讯传来。

牛犇收到了谢添托人捎来的口信 ：

“家乡解放了， 有饭吃了。 孩子， 回来

吧。” 身边哥哥姐姐们的话也在他心头

炸开了： “共产党是太阳， 照到哪里哪

里亮。” 广州解放后， 香港电影界赴穗

慰问。 “我脑海里第一次蹦出 ‘欣欣向

荣’ 四个字。” 牛犇说， “我亲眼看到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 共产党人言行一

致。 我待不住了。”

“我真正体会到，中国共
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人民”

1952 年， 牛犇跟随陶金、 顾也鲁

等人回到内地， 拍完 《龙须沟》， 他成

了上影演员剧团一员。 初来乍到， 年轻

的牛犇告诉自己 “要进步”， 怎么进步？

听党课。

上影厂老书记丁一讲党课， 牛犇

在底下认真听。 厂里组织选举， 17 岁

未成年的他一边帮忙糊投票箱， 一边

不解， 许多解放军战士十多岁就能入

党 ， 自己为什么不行 ？ 前辈告诉他 ：

“共产党救了中国， 解放军流血牺牲都

是为了人民。 我们只有多拍进步的戏，

才能向党靠拢。”

那些年， 牛犇转租一位老演员在

建国西路的房子。 小屋沿街， 离上影

厂也近， 许多演员骑车经过， 都能看

见牛犇的家。 “赵丹、 谢晋他们常来，

谈戏， 谈信仰。” 牛犇特别爱听他们讲

前线的故事。 当年， 赵丹随团赴朝慰

问， 与 “最可爱的人” 生活了几个月，

回来后， 赵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他

对英雄、 对 “为人民” 的认知也感染

着周围的人。 牛犇暗下决心： “一定

要跟着共产党走， 一辈子不回头。 我

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做好

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就

是要任劳任怨、 尽责尽力。”

11 岁入行 ， 牛犇演的是小角色 。

后来 ， 他是 《泉 水 叮 咚 》 的 大 刘 、

《红色娘子军 》 里的通讯员、 《牧马

人》 里的郭 子……依然是一长串配

角， 可牛犇心里踏实， “角色虽小， 但

一样是为人民拍戏。 做好自己的一点一

滴， 就是像英雄、 像优秀的共产党人一

样， 为祖国贡献力量”。

漫长岁月里的所见所闻， 更让他

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想法。

拍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牛犇不

止流泪一次。 剧本还原了 1961 年的往

事。 新中国正闹旱灾和饥荒，周恩来总

理在四天四夜里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 于走访调研中了解真实情况后，

为民纾困。 牛犇说：“电影记下的画面，

也是中国共产党心向人民、老百姓对共

产党忠心不变的证明。 ”2016 年，电影

《邹碧华》启动拍摄。牛犇的戏份只有一

天， 可他被邹碧华的忘我精神深深打

动，“他心里装着人民， 只要利于人民

的，他总身先士卒地做”。跟着剧组学习

材料时 ， 邹碧华生前的话震撼了牛

犇———“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不完美，但

正因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

奋斗。 ”电影杀青那天，80 多岁的牛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1 年再忆当时，牛犇说，就像小

时候那首歌里唱的，不是为做官也不为

面子光，“一路走来， 我真正体会到，中

国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人民”。

“86 岁了，为党为人民
工作的每一天，都很珍惜”

牛犇如今居住的养老院底层有处

不大的展示角， 柜子里最显眼的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写来的信，

信上勉励牛犇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家属、 访客经过此地总会驻足细细

观看， 当事人挥挥手， “大家为我高

兴， 但我自己不能太高兴了。 我宣誓

过， 那么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就不

能是句空话。”

一辈子心向着党， 夙愿终于达成，

欣喜是加倍的，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

总是催动着他。 在牛犇的房间， 桌上

摆着本蓝色文件夹， 打开， 里面每一

张纸都是一张剧组通告单， 13 张代表

了 2020 年牛犇塑造的 13 个角色 。

“我每一次拍戏都会保留一张通告单，

留作纪念也以此敦促自己抓紧时间 。

我 86 岁了， 即便不睡觉， 为党为人民

工作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每一天， 我

都很珍惜。”

仔细打量那一沓通告单， 第一张

标注着 2020 年 1 月 3 日， 剧名 《我的

爸爸是警察 》， 第二张跳到了 5 月的

《村长打工》。 “空缺的日子是疫情暴

发的时间。” 牛犇记得， 不在剧组的日

子他时时为疫情揪心， 也由此反复确

证着党与人民之间强大的凝聚力 。

“我们成就的所有事业， 都是因为党的

正确领导， 因为全中国人民牢牢凝聚

在党的周围， 才拥有了战无不胜的力

量。 比如这次疫情， 比如现在 14 亿中

国人民都能吃饱穿暖 。” 所以 ， 2020

年底 ， 微电视剧 《家道颖颖之大考

2020》 发来邀约时， 牛犇为此推迟了

自己的一个手术， 只因这部作品讲述

抗疫的故事。

牛犇拍戏不少， 但他很挑剔。 他

定下接戏的原则， 头一条就得积极向

上传递正能量。 “不论角色大小， 也

不论别人给多少钱 ， 角色必须要正 ，

故事表达的主题也要正 ， 否则我不

去 。” 他始终记得过往几十年里好演

员、 好党员做出的榜样。 当年拍 《海

魂》， 几位主演赵丹、 崔嵬、 刘琼、 陈

述都已是 “大明星” 了， 可谁都不端

架子， 认认真真与所有人一起琢磨演

技。 那会儿， 演员在剧组的生活费是

要自掏腰包的， 几位主演收到家里寄

来的钱， 便会给剧组同事加点菜。 如

果出门需要坐车， 也是论年纪不论名

气。 牛犇看在眼里， “这就是党领导

下文艺创作的模样”。

今年初 ， 上海 1 月最冷的一天 ，

牛犇去 《大城大楼》 剧组 “帮忙”。 故

事以上海中心为舞台， 讲述一群 90 后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浪潮中挥洒青春 、

践行梦想、 创造奇迹的故事。 牛犇依

然只是客串一个小角色———一场老党

员捐款的戏， 他提前一晚就设计好了细

节， 特地找出一个旧旧的布袋子， 包好

两万元钱， 还准备了零钱和几枚硬币，

“这是老先生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得有

整有零， 零钱是利息”。 细节， 一下子

让老党员的形象生动了不少。

牛犇说， 入党这三年来， 总书记

的回信反复涌上他的心头， “要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 这样的勉励一直在

鼓舞着我， 我的劲头特别足。 我现在

就想着尽量多做工作， 为我们党贡献

每一份力量。 生命不息， 风帆就不能

落下”。 摄影： 袁婧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谢邦鹏：扎根基层，为工匠精神写下注脚
从“清华博士”到一线电力工人，他说“这里有我成长的土壤”

谢邦鹏第一次跟师傅来到抢修现

场，就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顶着“清

华博士” 光环走进一线电力班组的他，

本来对自己的专业基础信心满满，结果

在抢修现场，他发现自己根本不懂设备

操作，甚至连师傅们说的上海话都听不

懂，只能傻站在一旁。那时，他的自信心

很受打击。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一勤天下

无难事”，这句话他在心里默念了无数

次， 他决定从头学起， 拧螺丝、 接线

头、 看图纸……他成了班里这些事做

得最多的人。 如今， 谢邦鹏依然坚守

在基层电网运检岗位 ，13 年间 ， 他用

脚步 “绘制 ”出上海浦东世博区域供

电地图 ；首创自动化配电方法 ，让陆

家嘴地区年平均停电时间缩减到 5

分钟 ；在张江科学城建设国网公司首

家能源服务中心 ，创新提出 “能源管

家 ”服务模式 ，服务效率提速 20%以

上……从继保工人到 “能源管家”，他

扎根基层， 始终牢记 “简单的事用心

做”的初心 ，用精益求精 、开拓创新诠

释着工匠精神。

扎根基层，简单的事也
要用心做

2008 年， 在清华大学一路从本科

读到博士毕业 ，顶着 “清华博士 ”光环

的谢邦鹏选择来到国网上海浦东供电

公司，成为一名一线继保工人。 “这里

有我成长所需要的土壤， 能把我所学

的理论知识应用在实际工作中。 ”谢邦

鹏说，同时，他也被导师的一句话所激

励———“高学历人才立足一线是造就

精英之正道”。

初入继保班， 谢邦鹏就上了一节

“实践课”。 一次随师傅参加故障抢修，

他在开关柜内一根线一根线地检查，查

了许久没查出问题，虽然对工作原理熟

悉，但是缺乏实践经验的他只能“看着

干着急”， 最后还是师傅提醒：“你听合

开关有没有‘嗒’的声响，如果没有，就

是有个小继电器坏了。 ”这才让他发现

了故障所在。

这让谢邦鹏意识到现场经验积累

的重要性 ，也激起了他 “学霸 ”的好胜

心。 谢邦鹏说，他坚信“一勤天下无难

事”，那段时间，他成为班组里拧螺丝、

接线头、看图纸、做笔记最多的人，仅用

三年时间就从一名实习生成长为最有

技术含量的专业技术骨干。

谢邦鹏坚持 “简单的事用心做”，

始终保持苦干、 实干加巧干的奋进状

态。2009 年上海世博会备战阶段，一些

代维用户站的资料残缺不全， 给电网

安全埋下隐患。 他坚持每天步行十几

公里开展实地排摸，一身泥一身汗，硬

是用双脚“丈量”出浦东世博区域全部

代维用户站的供电路径，精确绘制出数

千条线路接线，成为世博会电力保障的

“活地图”。

去年年初， 上海出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后，谢邦鹏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这场战 “疫” 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

力，“我们不能等着任务， 要为防疫单

位提供最坚实的保障”。早在保电任务

发布前， 谢邦鹏就与团队忙前忙后对

辖区内的发热门诊开展了四轮排查 ，

出具了 5 份隐患整改单；同时，他还紧

急安排给辖区内的防疫单位增容供

电。 去年 2 月， 在得知上海一家医院

准备重新启用老院区后， 他马上带领

方案策划师规划院区的增容供电方

案。 当天上午，供电方案基本确定；两

天后 ， 医院提供了正式用电申请 ，当

天就完成了核容 、方案正式答复和出

图 ，一周内医院外线工程施工条件全

部到位 。

面对挑战，贯彻“创新成
就未来”理念

“精益求精、开拓创新是我对工匠

精神的理解。 ”谢邦鹏说，“13 年间，创

新融入了我工作的每时每刻。 ”

在日常的变配电站验收工作中 ，

谢邦鹏发现在大电流试验中， 短接开

关柜出线连接排时， 班组里没有合适

的专用短接工具， 只能采用自制铝网

线、自制铜排头等临时工具。 “这样不

仅接触不牢靠，还有触电的风险。 ”谢

邦鹏想。 偶然一次，他从晾晒衣物的夹

子获得了灵感， 发明了能够一秒接入

线路的 “鹰嘴夹 ”，这个小小的夹子一

面是平板，另一面是齿状咬口，接线时

既有充足的接触面积又有很强的导电

性。 谢邦鹏告诉记者，这只小小的“鹰

嘴夹” 还在上海迪士尼区域的保电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 年， 谢邦鹏参与到浦东打造

国内首个高可靠性示范区建设的继保

和配电自动化工作， 他和同事们经过

无数次讨论、修改，最终创新性地提出

了国内首个高可靠性建设标准工作流

程， 首创分布式馈线自动化模拟测试

及现场无线远程调试等方法， 把陆家

嘴区域的年平均停电时间缩减到 5 分

钟，供电可靠性达 99.999%以上。 2015

年谢邦鹏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 短短

几年间， 工作室开创了多个国内 “首

套 、首次 、首个 ”，截至目前 ，谢邦鹏团

队拥有专利 50 多项、 发表国内外期刊

论文 20 多篇、 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

奖项 20 余项。

深深感受到创新所带来改变的谢

邦鹏，对自己正在做的“能源管家”创新

工程也充满信心。 2018 年，谢邦鹏成为

国网公司首家能源服务中心———张江

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的“领头羊”，牵头

建设了“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给客户

当起了“能源管家”。 “张江集聚了许多

科技型企业和各类研发机构，传统的供

电模式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能

源需求。”谢邦鹏说，“能源管家”就是给

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能源服务，并依托

前沿的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城市能源云

平台，让客户“一般事，即时结”“多种需

求一次发掘、一并满足”，服务体验不断

升级。

现在 ，面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

“双碳 ”转型新挑战 ，谢邦鹏继续贯彻

自己 “一线锤炼品质 ，创新成就未来 ”

的理念 。 他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数智化

转型在 “双碳 ”领域的落地实践 ，助力

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升级为智慧能

源 “双碳 ”云平台 ；利用团队自主研发

的 “掌上管家 ”智能终端 ，“能源管家 ”

可以对客户的电力数据进行碳排智

能分析和预测 ， 目前已为 1830 家高

压用户推出了 “一户一策 ”精准服务

方案 。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也是创

新者的时代。 从继保工人到 “能源管

家 ”， 谢邦鹏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

份，工作勤勤恳恳，一步一个脚印。 他

说，“13 年来，从清华校园到东方明珠，

地点在变， 但我报效祖国的奉献担当

不变 ；13 年来 ， 从发明创造到管理变

革，挑战在变，但我心系人民的服务初

心不变；13 年来，从继保班长到能源管

家，角色在变，但我扎根岗位的创新精

神不变。 ”

精益求精、开拓创新是我对
工匠精神的理解。13年间，创新
融入了我工作的每时每刻。

人物小传 谢邦鹏，出生于1982年，中共党员，国网上海浦

东供电公司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主任兼数据管

理组组长。 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基层电力工人，扎根基层电网运检

与客户服务岗位，先后参加上海世博会、上海迪士尼、张江科学城、进博会等

重大配电网工程，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 2015年，谢邦鹏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目前团队拥有专利50多项、发

表国内外期刊论文20多篇、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2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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