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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

播制作的广播剧《甜水情》，讲述了

陕甘宁边界大型水利工程——盐环

定扬黄水利工程解决当地人民群众

吃水问题，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巨大变化的感人故事。

作为革命老区的甘肃庆阳市环

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当地水

源奇缺，仅有的少许水源也是苦咸

难咽，当地群众渴望能够喝到“甜

水”——能正常饮用的水。

为解决当地人民群众的吃水问

题，1992 年国家立项上马扬黄水利

工程，经过 30 多年的分期建设，这

一工程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

水工程。环县人民终于吃上了来自

黄河的“甜水”。

故事流畅，脉络清晰

全剧展现了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水务局局长建华一家围绕着“找水、

建水”而发生的跌宕起伏的故事。

该剧开篇引人入胜，代入感极强，扣

人心弦。通过找水引发悲剧，随后

剧情依次展开：干旱少雨时时侵袭

着这方土地和人们，找水、建水，成

为几代人的渴盼！

《甜水情》全剧分为四集，每集

重点突出，比如：第一集主要是呈现

当地群众在当时生存环境的困苦以

及生活的艰辛，而这种艰辛最根本

的因素就是缺水，缺乏灌溉水甚至

饮用水。由此引出第二集的内容。

一期工程建成后并没有完全解决实

际问题和困难。第三集中，群众的

疾苦和呼声，通过各方渠道一一汇

聚，根据各方调研和论证，组织实施

了后续工程的开工建设，通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终于竣工。水引来了，

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新的盼

头也有了：走共同富裕道路成为大

家共同的追求和强烈的心愿！有了

水，粮食就可以高产，产业就可以拓

展……剧集之间的衔接自然流畅，

层层递进。人物的对话和音响的运

用，使听者在展开想象思绪的同时，

时常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张力。

人物形象饱满，各有特色

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通过各

自独特的声音完成的，辨识度高，各

有鲜明特点。干练、严谨、一心为公

的县水务局局长建华；说话不紧不

慢、始终秉持为民办实事宗旨的村

支书刘忠学；不向命运低头、顽强生

活、勤劳持家、外柔内刚的彩霞；贤

惠、善良、通情达理、性情爽快的嫂

子；为挖掘红台子隧洞身先士卒、以

身殉职的工程师王军平；以及懂事

可爱的慧媛，品学兼优的强娃等，剧

中一个个角色的塑造生动鲜活，有

血有肉。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每一集背

景音乐的运用，既彰显了主人公的

乐观主义精神，又为我们展现出一

幅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剧中小曲

儿和皮影戏的插入，贴近群众生活，

彰显地方特色，又增强了浓郁的生

活色彩，富有生机和活力。各种音

效的实时呈现，与剧情浑然一体，犹

如山涧流出的小溪，润物细无声，勾

勒出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加持了剧

情的真实性、自然性和可听性。同

时，旁白的引用，进一步助力听众对

剧情的了解、对创作主旨的领悟，进

一步拓展了听众的想象空间。

作为戏剧就应有充分的戏剧表

达形式，综观《甜水情》全剧，编导在

矛盾冲突的设计上，稍显单调和不

足，从而在调动听者的情绪上，也还

有进一步强化的空间。比如，建华

在处理家务和工作时缺少矛盾冲

突、刘支书对待儿子辞职一事上同

样缺乏矛盾冲突等。当然，瑕不掩

瑜，总体来讲，该剧仍不失为一部优

秀广播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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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兰州卡桃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备案立项的 15 集公安

题材网络剧《错位》（原名《交错的场

景》）正式定档，于 7 月 11 日起在爱

奇艺迷雾剧场上线播出。

《错位》改编自日本作家松本清

张的同名悬疑小说《交错的场景》，讲

述了女警姜光明（马伊琍 饰）和新人

警察石落（高至霆 饰）在调查一起

“雨夜杀人案”时，意外发现作家顾己

鸣（佟大为 饰）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犯

罪情景与案件现场惊人的相似，随着

案件展开，一步步揭露出“局中人”人

心转变与人性错位的故事。本剧在

查案寻真的同时，聚焦于对人性细节

的挖掘，带领观众在看剧中深思和探

讨人性的善恶和本真。

演员阵容上，该剧由马伊琍、佟

大为、高至霆领衔主演，蓝盈莹、王

劲松特别出演，郑水晶、宋宁峰、路

宏友情出演。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管

理处供稿）

网络剧《错位》上线播出

7 月 17 日 —18 日 ，“ 走 进 甘

南”——《中国梦·亲历》甘肃纪录片制

播联盟第七届年会在甘南州举行。广

大纪录片工作者共聚一堂，回望来路，

展望未来，开展优秀本土纪录片推优选

优，分享创作经验，进行采风创作。

近年来，我省纪录片工作者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有分量、有特

色、有影响的优秀纪录片作品，以鲜明

的主题、昂扬的精神，引领社会发展新

风尚，展现甘肃新形象新风貌。

一

进行优秀本土纪录片征集评选，是

本届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征集活动

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围绕甘肃悠久的

历史文化、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先进

典型的感人事迹等本土题材，共征集到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创作的本土纪

录片 52 部。经过初审和终评，16 部作

品入选本届年会优秀本土纪录片推优。

只有对现实的真切感受，才有对现

实的精准提炼。纵观《青绿甘南》《我心

归处是敦煌》《我们的焦老师》《青春丰

碑》《我们的村庄》《黑鹳的春天》《放羊

的画家》7 部入选本届年会纪录片推优

选优特别奖的作品，都是近年来我省纪

录片领域涌现出来的优秀之作，此前曾

在不同的评奖、推优活动中获得奖项或

资助、扶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从现实中来、从生活中来，聚焦

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等，抒写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奋斗者，以

真实、日常、个体化的叙事，连缀起恢宏

壮阔的时代画卷，见微知著，传递真实的

力量，彰显生命的多彩，给观众以强烈而

绵长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滋养。

此外，红色题材人物纪录片《星·火》

因其在表达上弥足珍贵的创新精神，以

静水深流的表现手法抒写百年兰大教育

故事的《大道至公》，将艺术创新与观众

需求激情碰撞、以拟人化手法和卡通动

画片式的幽默呈现草原保护的《为了那

一片美丽的草原》，以直接电影的拍

摄手法聚焦传统手工艺、具有民族

影像志意味的《铁匠，我算是

铁匠》入选最佳纪录片。

另 有《什 么 是 摇 篮》

《戎疆岁月》《千手千眼 寻

梦敦煌》《走在大路上》《奔

向 幸 福》5 部 作 品 入 选 优

秀纪录片，这些作品全部

来自市（州）、县融媒体中

心，通过一个个血肉丰满

的故事，对奋斗和幸福进

行了鲜活生动的诠释，展

现了创作者美好的艺术理

想和不懈的艺术追求。

二

本届年会还围绕当前纪录片行业

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从业人员实

际创作摄制中存在的困惑，邀请专家学

者开展创作讲座，并邀请部分推优作品

创作者进行经验分享交流。

甘肃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兰州广

播电视传播中心艺术总监、纪录片导演

赵国鹏在题为《纪实与质感——兼谈纪

录片的多元走向》的讲座中指出，随着

AI 技术的运用，纪录片行业的生态将

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纪

实类纪录片特有的质感，将会使纪实美

学被受众重新认知，由此，纪实类纪录

片或许将迎来新一轮的勃兴，并呈现出

多元发展的格局。

纪录片导演、兰州文理学院新闻传

播学院副院长胡源从“形势、短板、对

策”三个方面，对甘肃本土纪录片进行

观察与思考。他在讲座中指出，当下，

网络视频平台已成为纪录片传播的重

要渠道，“纪实+”（+综艺+游戏+剧场

等）理念得到广泛实践，作为一种求真

的艺术，纪录片创作应坚持以观众为中

心，倡导真实记录的当代价值。

人文自然纪录片《青绿甘南》先后

在央视多个频道播出，并面向国际传

播。该片导演李剑兵就“纪录片在融媒

语境下的机遇与创作”进行分享交流。

他说，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来

看，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的存在，必

然也是一个地方的“相册”。综上所述，

纪录片与融媒体，虽然产生的时间有先

后，但其“要承载”以及“可承载”的功能

可谓是本来一体、天然融通，融媒体将

成为未来纪录片创作的主力军。

来自玉门市融媒体中心的纪录片

导演马晶晶，从事纪录片创作已有十

年。她结合个人创作经历，在题为“大

道至简 返璞归真——记录的真实魅力

与多元价值”的分享中说，纪录片题材

的选择与生活经验有关，每个片子实际

上都是纪录片创作者人生的总结，是创

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相信在创作中的激

情、坚持和大胆创新永

不过时。

三

《中国梦·亲历》甘肃纪录片制播联

盟，是全省 14 个市州电视台自发联合

建 立 的 纪 录 片 制 作 和 播 出 的 专 业 平

台。《中国梦·亲历》栏目自 2014 年 8 月

开播以来，推送播出了一大批优秀纪录

片作品。

本届年会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指

导，甘肃省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甘南州

融媒体中心承办。《中国梦·亲历》制播

联盟第六届年会理事长作了工作报告，

并向甘南州融媒体中心移交了轮值理

事长单位盟牌。

自 2019 年以来，甘肃纪录片制播

联盟围绕实施“记录新时代工程”，组织

实施西部类型重点剧本和纪录片选题

征集孵化，共扶持《祁连山——我们的

国家公园》《青春宣言》《青绿甘南》等 10

余个重点纪录片选题落地；《放羊的画

家》《大美肃北》等 20部作品入选国家广

电总局季度、年度推优扶持；《人类的敦

煌》等 6部纪录片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十

四五”重点纪录片选题；纪录片《从东非

高原到黄土高原——跨越“一带一路”

的飘带》等多个项目入围国家广电总局

年度“丝绸之路视听工程”“中华文化广

播电视传播工程”等对外项目。

五年来，联盟成员单位在各自平台

以各种形式开设《中国梦·亲历》纪录片

展播，甘肃卫视《纪录 30 分》栏目以及

市（州）、县（区）共播出纪录片 150 余

部，“爱上纪录片”公益展播平台开展

225 期活动、播映纪录片 250 余部。线

上线下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充分展现

了甘肃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受众感受到

甘肃的温度、厚度与热度，助力甘肃声

音传得更响更广更远。

——“走进甘南”——《中国梦·亲历》甘肃纪录片制播联盟第七届年会透视

记录美丽家园 引领社会风尚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莉

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落凡尘》以

经典文化为骨、当代创新为魂，通过融

入 28 星宿等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符号

讲述中国故事，续写牛郎织女后人的

奇幻冒险新篇章。

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

省影协主办，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

委员会承办的动画电影《落凡尘》专家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业界专家学者

与《落凡尘》出品方及主创代表齐聚一

堂，围绕影片的主题选材、艺术特色、

思想内涵等展开热烈探讨。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仲 呈 祥 认

为，《落凡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取材，并将其挖深、挖透，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片没有匍匐在

神话故事面前做忠实的‘翻译者’，而

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牛郎织女的

神话故事进行了创新延伸和再创造。”

如影片中添加了火锅、奶茶等充满人

间烟火气的现代元素，很好地贴合了

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与审美。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尹鸿评价《落凡尘》是一部极具“东方

特色”的国漫作品。他认为，影片首先

体现了东方式的世界观。“28 星宿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对宇宙空间的

想象，影片中神界和人界的划分展现

了东方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影片对 28

星宿拟人化、符号化的处理方式，也体

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影片展现

了东方式的英雄观。“影片主角金风作

为织女的后人，为替母赎罪下凡收服

星宿，是一个‘神人合体’的东方式英

雄 。”此 外 ，影 片 还 彰 显 了 东 方 式 美

学。“影片中对于天空诗意化的呈现，

对于建筑、服装的浪漫呈现，都有意识

地增加了很多东方美学的特征，使得

整部影片十分完整、很有特色。”

在 中 国 文 联 电 影 艺 术 中 心 常 务

副主任宋智勤看来，《落凡尘》是一部

在价值导向上弘扬中华美德、在质量

上追求精益求精、在创作上体现匠心

独 运 的 优 秀 动 画 电 影 。“ 影 片 将 传 统

文 化 、现 代 技 术 与 电 影 艺 术 深 度 融

合 ，无 论 是 传 统 故 事 创 新 讲 述 、文 化

符号精彩展示，还是人物形象深度描

绘 、真 挚 情 感 充 分 表 达 ，都 彰 显 出 深

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美学风格。”他

认 为 ，创 作 者 搭 建 出 灵 动 奇 趣 、烟 火

万 象 的 叙 事 空 间 ，对 家 的 守 护 、对 家

文化的弘扬，在影片中得到生动诠释

和充分展现。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

长张思涛表示，《落凡尘》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金风和玉露两

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主人公形象，他们

东方式的性格特征、衣着打扮、武打动

作，与片中充满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

和美学设计相得益彰，共同传达出牛

郎织女传说“幸福在人间”的主旨。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负责人谷

国庆表示，动漫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手段，《落凡尘》以“情”字贯穿全

片，将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现代化表

达，相信无论国内观众还是海外观众，

在观看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共鸣。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

认为，《落凡尘》充分彰显了当下“学院

派”动画创作者的实力，体现了产学研

一体发展的显著进步。“这部影片让我

意识到，原来国产动画还可以用这么巧

妙的方式来对中国神话传说进行现代

性转换。这种面向未来的创作方式，是

对中国电影优良传统新的发扬。”

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

究院院长吴冠平眼中，《落凡尘》的创作

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它不再讲牛郎

织女的爱情故事，而是聚焦牛郎织女的

后代，从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入手展开叙

事，这是影片最大胆也最成功之处。”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戴清评价，《落凡尘》整体叙事流畅成

熟，世界观设定富有新意，以天幕划分

神人两界，借助牛郎织女和 28 星宿等

传统文化，展现了一个守护亲情的故

事 ，更 拓 展 至“ 人 类 大 爱 ”的 主 题 ；同

时，影片对传统布艺、舞龙舞狮、川剧

变脸等非遗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在

音乐及音效风格上，片中既有时尚的

说唱，也有温情的歌曲，这些都体现了

主创团队的匠心巧思。

□ 李 博

动画电影《落凡尘》——

“新中式国漫”演绎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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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千眼千手千眼 寻梦敦煌寻梦敦煌》》 剧照剧照

集科技、创业、情感等元素于

一体的电视剧《赤热》，于 7 月 14 日

起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

该剧由李骏导演，黄晓明、王

鸥、张超、施诗等领衔主演，讲述了

一群在国外学有所成的科研年轻

人，响应归国热潮，在创业中不断

完善自研技术，推动中国集成电路

高科技自立自强的故事。他们以

赤子之心奔赴热爱，怀揣着对实现

自我价值的渴望，将个人命运融入

时代机遇。在这场充满挑战的创

业中，有理想与利益的博弈，有能

力与未知的较量，唯有坚定本心方

能逐浪而上。

（稿件来源：央视电视剧频道）

电视剧《赤热》正在热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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