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模范：沈浩先进事迹简介

沈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原第一

书记。在小岗村任职近 6 年来，沈浩始终以党

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干事创业，勤奋务实，勇

于创新，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

观，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广大干

部群众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一、人物简介一、人物简介一、人物简介一、人物简介

沈浩，男，生于 1964 年 5 月，安徽萧县人，毕业于安徽省铜陵

学院。198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省财政厅参加工作。2004

年 2月，作为优秀年轻党员干部，他积极响应省委号召，作为全省第

二批选派到农村任职干部来到凤阳县小岗村，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

记，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务。在小岗村任职近 6 年

来，沈浩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干事创业，勤奋务实，勇于创

新，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

圣职责，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1964 年出生

于安徽省萧县圣泉乡孙秦庄行政村，2009 年 11 月 6日去世。铜陵学

院（原铜陵财专）1986 届会计专业毕业，为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小岗

村的选派干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在小岗村村民

中享有很高的声誉。2004 年到小岗村工作以来一直为小岗村的发展

兢兢业业，先后为村里修了公路、为散居的二十六户村民集中盖了住

宅楼并在村里成立了大包干纪念馆。

沈浩在小岗村住下来了，一住就是几年。处处为村里谋规划、办

实事，大年三十还泡在村里，几年来一直租住在村民家中。

2006 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村民强烈要求把沈浩

留下来，二十多年前集体按下手印的故事再次在小岗村发生。村民派



了十个代表，按下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

再带领他们干三年。

办工业、兴商贸 、科学种田，以市场经济的

头脑发展种植、养殖和高效农业……六年来，沈

浩为带领着小岗村做了太多的事。农家乐生态游

促进小岗村振兴发展，“大包干”纪念馆每年接待

各地游客万余人次……

2006 年，小岗村跻身 2005 年度“全国十大名村”，2007 年初，

小岗村被授予“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一个美丽、和谐、富

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小岗重新向世人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

2009 年 11 月 6日，江河含悲、小岗村动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

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在小岗村临时租住的房子内

去世，年仅 46岁。

2009 年 11 月 6 日凌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

记沈浩去世，胡锦涛在批示中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对沈浩的

亲属和小岗村村民表示亲切慰问。



2009 年 11 月 8 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省长王三运等看望沈

浩同志亲属，并转达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亲切慰问。

二、主要政绩二、主要政绩二、主要政绩二、主要政绩

2004 年，沈浩依托已建成的 80 亩葡萄示范园，通过党员的带头

示范作用，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办起葡萄文化旅游节。现在，小

岗村优质葡萄发展到 600 多亩，亩均纯收入 3000 多元，葡萄已成为

小岗村村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人均增收 2000 元。 2006 年年初，沈

浩从安徽科技学院首批引进3 名大学生到小岗村创业，发展双孢菇生

产，先后成立蘑菇、葡萄等产销合作社，不仅给村民们带去先进理念，

推广种养技术，也解决了销售难题。同年，沈浩在村民大会上提出了

酝酿已久的发展思路：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

展合作社”为龙头，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全村 1800 亩耕地，

扣除前些年办的 400 亩葡萄园，村民以土地持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

2007 年，沈浩争取来资金，全村每户发两万元加盖 2 层楼房，修复

自来水和广播电视等设施，兴建党员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和档案室。

当年，3个居民小区 200 多户村民入住新居。2008 年 6月，小岗村快

速通道正式通车。

三、因病辞世三、因病辞世三、因病辞世三、因病辞世

2009 年 11 月 6 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

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去世，年仅 45 岁。应小岗村村民强烈

请求，沈浩同志亲属同意将沈浩同志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

2009 年 11 月 8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省长王三运等看望沈浩同

志亲属，并转达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亲切慰问。胡锦涛总书记

在批示中说，沉痛悼念沈浩同志。请转达对沈浩同志亲属和小岗村村

民的亲切慰问。

四、所获荣誉四、所获荣誉四、所获荣誉四、所获荣誉

沈浩在小岗村工作期间，先后荣获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

人物”特别奖、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

人三十事”先进个人、“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等荣誉称号。



五、相关电影五、相关电影五、相关电影五、相关电影

《第一书记》由著名导演陈国星执拍。陈国星曾经执导过电影《孔

繁森》、《一家两制》、《黑眼睛著名影片》等，并获得“华表奖”最佳

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沈浩同志离我们很近，又很远。近，是因为他和我们很多人一

样，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内心情感；远，是因为他的境界与追求如

此崇高。”陈国星导演介绍，影片将致力于捕捉沈浩的内心世界与精

神内核，在真实可感的故事中，将一个挚爱人民、扎根乡土、勇于开

创的优秀党员形象展现给观众。

继携手饰演《命运呼叫转移》中一对夫妻之后，杨立新和徐帆再

续前缘，出演沈浩夫妇。杨立新抵达凤阳县后在小岗村生活了好几天，

在小岗村以及周边的村子和很多群众聊天，潜心学习安徽方言，希望

可以把沈浩的感人事迹和伟大精神演绎出来。徐帆饰演的王晓勤尽管

戏份不多，还是很高兴，她觉得自己已经把真实人物和艺术角色糅合

在一起，演绎出了最朴实、最有感人力量的“王晓琴”。

尽管是一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主旋律影片，然而，出品方和剧

组并不打算把它拍摄成一部纪录片，或者带有说教色彩的影片。北京

人艺院长张和平说：“沈浩不是一个艺术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

全明星阵容，是这部影片的最大看点。该片出品方负责人张强说：

“《第一书记》也采取了全明星阵容，杨立新、徐帆、宋丹丹、黄宏、

蒋雯丽、何冰……全明星阵容可以说是受到了《建国大业》的启发，

同时也是希望将影片拍得更有时代气息。”

张和平表示，全明星阵容会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让更多

的人来看这部电影，票房有时也代表了受众面。”

六、两次捐献善款六、两次捐献善款六、两次捐献善款六、两次捐献善款

《第一书记》剧组在凤阳拍摄期间，共发起两次捐款。



小岗村石马村民组村民殷广勇一家，是已故的村党委第一沈浩书

记生前一直牵挂的。殷广勇老婆有严重的神经病，生活不能自理，两

个儿子一个 8岁，一个 5岁，殷广勇虽然会手艺活，但为了照看老婆

和孩子，一点也脱不开身，成为小岗村目前较穷困的一户人家。

剧组进入凤阳拍摄后，专门把殷广勇请到拍摄现场，让其为演员讲述

沈浩的事迹，让其在剧中担任了一个群众演员。演职人员了解到殷广

勇家的困难后，不约而同地你掏五十元我掏一百块，现场自发为殷广

勇捐献爱心款。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捐了 3000 多元。殷广勇拿到

这笔爱心款时，激动地说：“你们和沈浩书记一样，都是我的亲人，

这份捐款够我一家四口生活大半年了。”

青海玉树 7.1 级地震，牵动了全国 13 亿人民的心，也牵动着电

影《第一书记》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的心。

地震发生后的这些天，正在凤阳县拍摄电影《第一书记》的导演

陈国星和剧组全体演职人员一直非常关注灾区救援的最新进展。4月

22 日，正赶上北京人民艺院长张和平、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庞微、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董事长张强等前来拍摄现场探班，上午 11 时，

在凤阳县小岗村的拍摄现场，陈国星携剧组全体演职人员，面向青海

省玉树方向，向在“414”地震中遇难的同胞进行了默哀。默哀结束

后，剧组全体演职人员为开始捐款，前来探班的张和平、庞微、张强

等也加入捐款行列，剧组捐款 5万元、扮演沈浩的主演杨立新捐款5

万元、导演陈国星捐款 1 万元……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剧组及全体演

职人员现场共捐款121105.2 元。

导演陈国星和主演杨立新一致表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灾区

人民需要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发扬沈浩精

神，以实际行动，捐款支援玉树灾区，衷心祝愿玉树早日完成灾后重

建，祝愿灾区人民幸福安康。

4 月 25 日，凤阳县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局已经把剧组的捐款

通过国家民政部捐赠给玉树灾区。

七、三场难忘场景七、三场难忘场景七、三场难忘场景七、三场难忘场景



导演陈国星在来到凤阳后就身患重感冒，咳嗽、嗓子像冒了火，

在 3 月 29 号开机后，病状没有缓解，剧组人员劝说陈导到医院挂掉

水，陈导以“时间耽误不起”婉言相拒，坐在监视屏前督拍。原来由

于该影片是作为向党 89 岁生日的献礼影片，要于今年 7 月在全国公

映。出品方只给了剧组 40天左右的拍摄时间，导演陈国星坦言：“与

其他任何一部电影相比，《第一书记》时间都要紧、任务都要重！但

是这时不能有任何主客观借口，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陈国星感动了剧组的所有人。剧组的 A 摄制组在拍摄沈浩带领大

伙修建小岗村快速通道跨京沪铁路的高架桥一场剧情时，已经是夜里

近十点，此时距离剧组早晨 5:00 起来拍摄已经过去 15个小时，但是

所有演职人员没有一句怨言，而是一直坚持拍摄到次日凌晨 3:40，

演职人员没来得及休息又转战到B组拍摄现场。

在整个剧组中，一个老人的身影让人难忘，她就是北京人艺院现

年 92 岁的老演员黄素影，听说要拍沈浩的故事，老人拖着年迈的身

体从北京千里迢迢赶来，在影片中扮演曾受沈浩帮助过的邱世兰老

人。由于很多戏都要在田里拍，而且“迁坟”一场戏需要淋雨，92

岁的黄素影老人硬是不听劝阻，坚持让消防车往其身上喷洒雨水，一

遍不行，两边、三遍……最后，老人疲惫不堪、浑身颤抖着演完，当

导演轻轻一声“过”，黄素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时，老人的双手

冰凉，但是老人什么也没说，剧组工作人员赶紧帮着换干衣服，还有

一个小伙子蹲下身背着老人，那场景特别感人。

4 月 5日，剧组在殷涧镇吴窑村拍摄沈浩与全村的父老乡亲一起

过春节的场景。执行导演乔国平在当地村民中挑选360 多名群众演员

参演，场面宏大，参演人数多。这是一场吃饭的戏，群众演员可以拿

到 40元的劳务费，还可以吃顿“免费午餐”。刚开始，身着厚厚棉衣

的群众的兴趣很浓很浓，导演说“大家吃起来”，就是这个最简单的

吃饭动作，一直换不来导演的一声“过”。整整一天，在“开始”、“停”、

“不行”、“再来一遍”喊声中，执行导演乔国平很着急，嗓子都喊哑

了，当他看见有的群众演员还在不听指挥地吃“道具”，就生气地说：

“还吃还吃，吃完了就扣你们的钱，哪一桌盘子里的菜吃完了就把哪



桌钱扣光！”当时气温高达 26摄氏度，每一个演员却要穿着厚厚的棉

衣拍摄大年三十的戏，群众演员在一遍又一遍的“再来一次”中受不

了了。就是这个吃饭的场景从早上6：00 一直到拍晚上 5：00 多才结

束，疲惫不堪的群众演员早已没了好奇感，而是连声说“明给我 100

块钱也不来了”。

据了解，影片自 3月 29 日在凤阳县开机拍摄，到 4月 25 日完成

了室外即安徽戏份的全部拍摄，28日转移到北京拍摄室内部分戏份。

影片将于 7月初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