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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芳

感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奉献精神

此次研修班在甘肃嘉峪关采风期间

实地走访了甘肃矿区——中核四0四工业

基地。该基地于1958年设立，为核工业核

心单位，被誉为“中国核城”。学员一行首

先瞻仰了核城英雄塔和纪念广场，全体成

员静默肃立缅怀为共和国“两弹一星”事

业，隐姓埋名献身的英烈和科学家们。在

中核四0四展览馆和中国第一座军用反应

堆参观时，讲解员详细介绍了矿区的历史

和新时代核工业发展，学员们纷纷表示此

次深入到核工业生产一线十分难得，不仅

亲眼看到了我们核工业事业的发展成就，

还亲身感受到了我国三代核工业人员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奉献精神，为今后相

关题材的创作积累了专业知识和情感体

验。在矿区走访期间，矿区文联还安排研

修班对正在紧张拍摄的重点电视剧《激情

的岁月》（全景展现我国核工业事业发展

中的感人故事）进行了探班和观摩，与辛

勤工作在拍摄一线的主创们进行了创作

交流。

此外，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要求，研修班学员们与矿区工

作人员召开了“学习国防科工奠基者扎根

戈壁无私奉献精神”的专题座谈会。会

上，核城第一代创业者讲述了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末，为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大西北、

扎根戈壁滩的感人事迹。由于事业的特

殊性质，他们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丰功伟

绩，以身许国，隐姓埋名数代坚守。来自

各单位的四 0四第二代、第三代核城人讲

述了传承红色基因、奉献青春，接过老一

辈的接力棒，踏上新时代核工业的创新绿

色发展新征程。听了三代人的讲述，与会

的学员们十分感动。导演苗月感慨地说：

“市场上快餐式、泛娱乐式的消费，以及经

济利益的诱惑，让很多影视从业者在某些

时刻忘记了最初所要追求的东西。这一

趟甘肃矿区之行，大家一起学习国防工业

奠基者无私奉献的精神，静下心来思考自

己的创作之路、思考自己的作品如何拍得

更好。感谢此行，受益匪浅，让我明白唯

有不忘初心，只有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

写，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编剧白铁军提到，人民需要文艺，文

艺更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应该像国防工

业前辈一样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保持对创

作的爱，保持对美好的捕捉力。此次甘肃

矿区之行，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城

往事，这些动人的故事非常值得深入挖

掘。作为文艺工作者在获得创作灵感的

同时，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当地制片人韩建提到，作为甘肃当地

的影视从业者，就是希望能够将甘肃的历

史、甘肃的精神通过影视的方式呈现给世

人。这次甘肃矿区之行，不仅拓宽了自己

的视野，也坚定了自己的初心，为未来的

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探讨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创作

采风期间，研修班还召开了“温暖现

实主义电影创作研讨会”。会上，包括研

修班学员在内的三十多位编剧、导演、作

家与当地创作人员、影视制作单位代表就

甘肃如何打造温暖现实主义影视作品进

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学员顾保孜认为：

在影视创作中，“温暖”的成分不仅是故事

中人性、人情的需要，也体现了人心向善，

更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讲好中国

故事，更需要对现实社会“温暖”的发掘与

弘扬。学员杨少衡谈到，“如何提高温暖

现实主义创作，建议可以选择若干部优秀

代表作品，组织专家和创作人员从创作方

向、改编角度深入集中研讨，以形成示范，

从而引导创作”。学员王松认为：作为电

影创作者，首先要有一双“温暖”的眼睛，

惟其如此，才能发现现实中的温暖，也才

能创作出温暖，现实生活中不缺少爱，关

键在于发现。因此，创作者下生活、贴近

人民尤为重要，通过这次研讨，在创作方

面收获很大。

研讨会上，剧本中心策划室主任苏毅

也介绍了中心的工作情况和目前的策划

工作方向。学员们希望剧本中心能坚持

带领大家深入生活，并为影视创作者起到

引导作用。有学员表示，剧本中心应加强

对编剧人才的培训，建议与各省电影处或

影协紧密联系，扩大触角、延伸平台。并

希望多与文学界及其他行业建立联系，继

续搭建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学员赵

德发认为，中心定期推出的《小说推荐》效

果很好，自己的小说《经山海》目前也在与

制片方进行沟通，希望可以成功地进行影

视转化。这次的研讨会意义重大，也为自

己文学作品的改编提供了思路。

负起时代担当、书写民族之魂

研修班一行来到了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实地走访了裕固族群众定居

点，深入体验当地裕固族群众生活、感受

当地民情、社情。并走访参观了位于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马蹄寺石窟群，探寻

中华优秀历史文化。

此外，学员们与肃南县文联同志、裕

固族群众进行了交流。学员们了解到近

年来肃南文艺创作十分活跃，文艺惠民活

动积极推进。县文艺创作队伍不断壮大，

文学创作成绩也令人瞩目。学员呼和巴

特（蒙古族）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状态，感

慨新时代少数民族的生活欣欣向荣。他

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 56个民族

“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此

次研修之行所闻所感，催发了创作冲动，

很想拍一部反映裕固族人民生活的电影，

就叫《幸福生活万年长》。下一步有可能

与创作团队再来深入采访。杨蕊等学员

还就裕固族牧民的生存状态、特色旅游经

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与当地群

众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张掖市高台县，学员们来到中国工

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和西路军烈士陵

园。在巍峨的纪念碑下，学员们为革命先

烈敬献了花圈。步入纪念馆，“理想高于

天，热血铸祁连”一行劲书赫然于壁，馆内

陈列的文物、图片和翔实的文献，完整再

现了红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和不朽业

绩。学员南飞雁在参观结束后感叹，西路

军坚守信仰无怨无悔，它的精神已经注入

国家的血脉，构筑起民族的灵魂，成为时

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作为文艺工作

者，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更要牢

记自己使命，用手中之笔负起时代担当、

书写民族之魂。

随后，研修班一行走访了高台县大湖湾

生态新区。当地同志介绍了自然生态发展

情况。高台县人杰地灵，自古有塞上江南、

北凉古都之称。学员阿郎在交流中提到，张

掖市就像一个文化宝藏，取之不竭，不论是

民族特色、历史文化成就还是红色革命历

史，张掖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东西，比如老百

姓当下的喜怒哀乐，比如新时代张掖的经济

发展，再比如张掖人的气质与精神。

研修班结束之际，学员程琳表示参加

这次研修班，受到了一次“英雄主义”的教

育，并在创作上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在本

次研修班结束之后将创意和想法落于笔

尖，创作出一部具有核工业英雄主义情怀

的电影作品。学员达真表示，编剧对于少

数民族作品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书本之中，

应当多参加类似活动，对少数民族人民的

生活有更直接的了解。学员何琢言表示，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参加此次研修班，能

和业内老师们交流、学习是一份惊喜也是

一份荣幸。通过这次活动对自身的创作

启发很大，未来的表演创作中将坚定自己

的信念，诠释、演绎好人民群众的生活。

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宣传

部电影处、甘肃省电影家协会等有关单位

的支持与协助。剧本中心任爱梅，中共甘

肃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刘坛，甘肃省电影家

协会刘晓丽、赵俪评等亦参加了此次研修

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中国机长》曝光

了一组全新剧照，黄志忠、小爱、李

现、余皑磊、吴樾、李岷城、周波、朱

亚文等“男星”集体出镜。

据悉，黄志忠、小爱和李现分

别饰演西南空管局管制中心区域

管制中心带班主任、西南空管局气

象中心气象预报员和西南空管局

管制中心区域管制中心管制员，余

皑磊饰演西部战区空军航管处值

班领导，吴樾饰演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副

主任，李岷城饰演西南空管局终端

管制室带班主任，朱亚文饰演民航

西南地区管理局四川监管局领导，

周波饰演西南空管局领导，一起展

现了四川航空 3U8633航班成功备

降事件中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精

神面貌。网友赞叹：“没想到民航

背后还有这么多人保驾护航，期待

这几位男演员的表现。”

黄志忠、小爱、李现继《建军大

业》后再次和刘伟强导演合作，分

别饰演西南空管局相关单位的带

班主任、气象预报员和管制员，与

川航 3U8633 航班有着直接的关

联，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可能会影响

到飞机的命运。几位演员还跟在

场指导的成都空管中心相关单位

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李现谈到心

得的时候说：“面对险情，空管局工

作人员必须保持冷静，不能让自己

的情绪影响机组人员。”

电影《中国机长》根据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

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对

于奇迹的发生，黄志忠感慨：“这不

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胜利，这是

整个民航系统各个部门共同协作

的结果。”实际上，黄志忠在采访中

还提到自己也经历过险情，仍然记

得乘客的慌张和机组人员的镇定

指挥，所以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感受

飞机上人们的情感与心理起伏。

余皑磊、吴樾、李岷城、周波、

朱亚文饰演各方配合及检查的工

作人员，代表了事件背后默默付出

的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尽管每个

人的戏份不多，但都细心揣摩了人

物的内心并设计了各自的小动

作。朱亚文虽然台词不多，但他在

表演过程中添加了握住机长的手

这一动作，“我觉得是这双手保全

了整架飞机的安全，所以用握手的

方式来传达最真切的敬意。”

影 片 将 于 9 月 30 日 全 国

公 映 。 （杜思梦）

本报讯 7 月 4 日-5 日，“第三

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暨《重走坦

赞铁路》非洲首映式”在喀麦隆

首都雅温得举行。本次论坛旨

在加强中国与中西非法语非洲

国家的电影文化交流。论坛延

续了前两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

专业化、国际化、非洲化的基本

思路，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

播学院、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

院等机构联合主办。喀麦隆文

化部影视司司长 Gorges Madiba、
雅 温 得 第 二 大 学 副 校 长 MOL
NANG、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志忠、中国驻

喀麦隆使馆张世豪主任及四十

余名中非影视学者、政府官员、

导演出席开幕式。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

洲影视研究中心秘书长罗德里格

博士主持开幕式。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雅温得

第二大学副校长 MOL NANG 分别

代表中、喀双方致辞，对论坛的成

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开幕式上，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非洲影视研究中心制作

的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举行了

首映式。首映式结束后，中非嘉

宾围绕“中非影视合作”的论坛主

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支乡）

本报讯 第十一届两岸电影展

之大陆电影展日前在台北和高雄

两地举行，期间展映了《流浪地

球》、《老师·好》、《西虹市首富》、

《过春天》、《冥王星时刻》、《第一次

的离别》、《快把我哥带走》7部大陆

年度优秀影片。

赴台湾展映的大陆电影代表

团以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张丕民

为团长，以《流浪地球》导演郭帆、

制片人龚格尔、演员隋凯，《老师·
好》导演张栾、编剧徐伟，《西虹市

首富》导演闫非、彭大魔、制片人马

驰，《过春天》导演白雪、演员黄尧，

《冥王星时刻》导演章明、演员刘

丹，《第一次的离别》导演王丽娜，

《快把我哥带走》演员姜宏波等相

关影片主创为团员，他们与台湾观

众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和交流。一

位台湾观众看完《老师·好》后，觉

得自己有过相同的经验，联想到自

己无意中伤害过老师，因而产生了

内疚，看了这部电影有一种疗伤的

感觉。《老师·好》的编剧徐伟说，因

为两岸的观众同根同源，所以在交

流中没有障碍，大家有一种共情的

东西。与此同时，大陆电影代表团

还与台湾电影界同行就加强交流

与合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两岸电影展举办 10 年来，“大

陆电影展”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

“一票难求”的历程，台湾著名影评

人焦雄屏感慨地说：大陆电影刚来

台湾展映时品种单一，看的人较

少，如今各种风格样式的作品都

有，每次片单一宣布，大家就疯狂

地抢票”，目前“台湾电影展”每年

在全国不同城市展映的方式，足迹

遍布大江南北。两岸电影展致力

于为两岸电影人提供沟通的桥梁

和展示的舞台。通过多方面、深层

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把两岸电影

人彼此的精神文化、情感需求、艺

术手法、运作模式，借助电影展的

方式相互呈现。这样的平台，不仅

为两岸电影产业搭建了交流平台，

提供了合作契机，也让两岸观众通

过观看对岸的影片，加深了彼此之

前的理解，促进了两岸电影产业发

展和文化融合。

（支乡）

2019年首期电影编剧研修班甘肃举行

不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
践行书写讴歌新时代使命担当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要

求，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推

动优秀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

中心日前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张掖市举办了以“了解

国防科工发展成就,致敬无名英雄”和“探寻中华优秀

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主题内容的电影编剧研

修班。

此次研修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相结合，将地区影视发展研讨与现实题材创作相关

联,杨少衡（著名作家、编剧，福建省文联原副主席,代
表作品：电影《突发事件》）、赵德发（著名作家，山东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小说《经山海》）、苗月（国

家一级导演，代表作品：电影《十八洞村》、《大路朝

天》）、王松（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品：

小说《双驴记》）、顾保孜（著名编剧，代表作品：电影

《相伴永远》）、南飞雁（著名作家、编剧，河南省文联副

主席，代表作品：电影《中原女警》）、程琳（著名编剧，

代表作品：电影《国家行动》）、达真（作家、编剧，代表

作品：电影《金珠玛米》）、白铁军（著名编剧、导演，代

表作品：电影《血战湘江》）、杨蕊（导演，代表作品：电

影《金珠玛米》）、呼和巴特（制片人，代表作品：电影

《警察日记》）、韩建（制片人，代表作品：电影《丢羊》）、

阿郎（著名影评人，《看电影》杂志主编）、何琢言（青年

演员，代表作品：电影《当我们海阔天空》）等二十余位

近年活跃在电影生产、创作一线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的编剧、导演、作家、制片人及电影研究人员参加。

八大“男星”实力加盟《中国机长》

第三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在喀麦隆举行
《重走坦赞铁路》非洲首映

第十一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