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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

品，河南省委宣传部、兰考县委宣

传部联合摄制，宁敬武执导，李东

学、宋佳伦、苏丽主演的全面小康

题材故事片《千顷澄碧的时代》在

京举行首映礼。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李超，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凌，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中

宣部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以及影

片主创参加了首映礼并共同启动

《千顷澄碧的时代》。目前，该片正

在全国院线热映。

对于一部电影的名字而言，

“千顷澄碧”确实有点拗口。之所

以最终保留了这个片名，也显示出

主创团队对于脱贫攻坚的理解，以

及艺术上的野心。

用导演宁敬武的话来说，“我

希望《千顷澄碧的时代》能够成为

一部‘热血时政片’”。他希望通

过这样一个约两小时的影像读

本，给当年的“兰考之问”一个圆

满的答复；向世界展示脱贫攻坚

的全貌；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体会

到自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参与者

而非旁观者。“我希望影片能够表

达并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激情。

多年后，每一名中国人都能自豪地

说‘如今中国的千顷澄碧，有我的

一份力量’。”

一次田野调查式的创作

绘成了脱贫攻坚工程的模样

在宁敬武团队接手这个项目

之前，已经更换了两次创作团队，

该项目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在宁

敬武看来，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止

是创作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故事，

而是要拍摄一部社会学、经济学读

本。“在多年之后，人们可以通过

《千顷澄碧的时代》了解兰考、了解

全中国的脱贫攻坚是怎样的过程，

知晓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

了什么。”

精神高地为什么长期走不出

经济洼地？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唯

有用扎实的现实题材作品来回

答。在摸清所有背景后，宁敬武得

出了上述结论。

但想要真正拍出一部好的现

实题材作品，没有深度的采访和生

活体验是完不成的。身为电影人，

本片的编剧郎云同样深知其中的

道理。

在确定创作这个本子后，郎云

即刻来到河南，一头扎进了兰考，

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光

是村民就采访了约 20 人，完成第

一稿剧本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了。

宁敬武接受拍摄任务后，首先

做的还是采访。从他对团队的那

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来采访

的”，可以看出他对本片难度的心

理准备之足，也可以看出他对拍好

这部影片的决心之坚定。

“这样的题材只能用现实主义

的手法去表现，亦是对现实题材影

片创作的极大挑战。”尽管距离杀

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当回想起

当时的创作过程，宁敬武仍不免感

慨。

而让宁敬武如此感慨的，正是

此次采访过程中那厚厚的几册采

访素材。“采访到的素材内容是超

过职业编剧的想象，在这不起眼的

字里行间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战

斗在扶贫一线的那些人和所发生

的事的细节和质感。”

“作为创作者，我们要亲身感

受贫穷是怎样一个状态，弄清楚当

地哪些人是贫穷的，他们致贫的原

因是什么，其中哪些人想改变，又

有多少不想改变现状，不想脱贫的

原因是什么？”

与此同时，主创团队还找到此

次脱贫攻坚胜利的原因。以前扶

贫成效不够显著的原因是什么，脱

贫攻坚中需要进行什么创新，在这

次扶贫中，用了什么方法把政策进

行落实才使得扶贫有了显著成效，

其中可以总结出哪些方法论？

在听宁敬武总结他们在拍摄前

和拍摄之中要弄清楚的这些问题

时，笔者竟有些恍惚，一时间不知对

面的这个人到底是一名导演，还是

一名正在做田野调查的经济学者、

社会学者。

而上述这一揽子问题，在《千

顷澄碧的时代》中观众都能全部或

部分得到答案。这对于只有两个

小时的电影作品而言着实不易。

影片中，有一段关于一名村主

任放弃原来的运输工作，主动实验

蘑菇产业，成功后又邀请当地村民

一起入股致富的桥段。宁敬武说，

从零开始尝试蘑菇产业，不仅要学

习大量新知识，还有很多如天气原

因等不可知的意外。如有一年冬

天雪下得特别大，结果把蘑菇棚压

塌了，也催生了当地利用保险等现

代金融手段保障产业发展的工

程。这些在影片中均有表现。

“在脱贫攻坚中，其实很多创

新的方法都是从‘遇到问题解决问

题’中来，有些金融创新方法甚至

是现去创造，这个过程就像在一张

白纸上创作。”对于脱贫攻坚这样

大的工程，宁敬武认为唯有用全景

式的方式展现，才有可能让世人看

清它的模样。

一次深入内心的体察

塑造了基层干部立体的形象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电影本

身，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故事。因此

塑造人物，一直是此次拍摄的重中

之重。

《千顷澄碧的时代》展现的是

一个类似《清明山河图》似的全景，

也是标准的群像戏。

从县级领导干部，到驻村的基

层干部，再到普通村民，影片中有

鲜明性格的人物就出现了十余

位。这其中，又以李东学饰演的青

年干部芦靖生为主角，透过他个人

的成长，展示出了脱贫攻坚中的困

难与成绩。通过芦靖生完成从大

学毕业生到青年干部这一社会角

色的转变，表现了脱贫攻坚胜利的

意义，甚至是当代年轻人和中国社

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关系。

芦靖生这个人物本身也有原

型，加之是当代年轻人的代表，因

此这个人物的成败，关系着整部作

品是否能和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建立情感的连接。

和原型相似，影片中的芦靖生

刚一出场，就展现了精英型人才的

气质——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国

际视野、怀揣实现理想的抱负。同

时，芦靖生也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一样，面对困难和委屈时会想逃

避，要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做艰难的

选择……

“如果故事和人物不够真实，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创作者走得不

够远。”郎云口中的“走得不够远”

指的是没有真正了解人物内心的

世界。

在创作之初，郎云就告诉自

己，绝不简简单单写一个脸谱化的

人物。这点，也得到了影片总策划

赵德润的力挺。在赵德润看来，

《千顷澄碧的时代》要表现的绝不

是简单的好人好事，更不是脸谱化

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新农村、新

农民、新干部的形象。

在郎云看来，要想写活一个人

物，就要走进他的内心，表现出他

的不同侧面。“一个人再优秀，再是

楷模，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在

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一个

人作为领导干部，他的所思所想是

一方面；当他回到家庭，作为父母、

为人妻为人夫，又会有不同的想法

和做事情的出发点，这都是人之常

情，只有把人物的不同侧面都表现

出来，才能够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物

形象。”

《千顷澄碧的时代》中的芦靖

生，一方面有身为河南人想为自己

家乡改变做贡献的初心，但另一方

面，当他遇到困难甚至委屈，找不

到自己专业施展的地方时，又会像

许许多多普通青年一样，选择逃避

甚至撂挑子。

“作为一名大学生，芦靖生毕

业后想要出国留学、想要和远在国

外的女友早日团聚、结婚生子。同

时，芦靖生作为一名驻村干部，他

有热血、有成就感，但也有沮丧和

无助。”宁敬武想通过芦靖生的自

我价值实现和国家情怀之间的建

立过程，让大银幕前的观众更具代

入感。这也是他所谓的“让每个中

国人能够感到祖国的千顷澄碧，有

自己的一份力量”。

宁敬武认为这次创作过程完

全是一次学习的过程，是一次对社

会学、金融学、农业等方面的深入

学习和调查。他希望在多年之后，

当人们想去回顾、了解脱贫攻坚工

程时，《千顷澄碧的时代》会是一个

还不错的影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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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通过立体化传播方

式巩固农村电影放映主阵地。农

村电影宣传平台不断壮大，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宣传网站、微

信公众号为农村电影工作者搭建

起 沟 通 交 流 的 桥 梁 ，同 时 协 调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电影频

道、中国电影报等国内主流和行

业媒体，推介优秀影片，讲好各

地农村电影放映故事，着力打造

多层次、多形态、多渠道的立体

化宣传格局，牢牢占据公益宣传

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

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让电影

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好、传

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贵州、山

东、广东、广西、云南、吉林、辽

宁、四川等十余个省份充分认识

新形势下做好电影宣传工作的重

要性，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广泛

报道自身发展情况，还有部分文

章被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电

影报等权威媒体转载报道。新疆

的电影工作者们将电影与宣传结

合起来，塔城地区拍摄电影《横

平竖直》、专题片《光与影的使

者》，在流动放映的过程中生动

讲述着“女子电影放映队”的感

人事迹。

农村电影放映依托主题活

动、影片推介专题、媒体宣传报

道等方式，既在“放”中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又在“传”中提升广度

和深度，不断扩大农村电影放映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流价值观

的影响力版图。用生动形象的声

光电媒介弘扬延安精神、抗美援

朝精神、特区精神等，展现党中

央治国理政的卓越能力、非凡成

就，讲述中国人民奋斗圆梦、脱

贫攻坚的感人事迹。把工作融入

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有效提升广

大农村群众对国家、民族、制度

的信心底气，增强干部群众拥戴

核心、维护核心的政治自觉和思

想自觉，让正能量成为大流量、

好声音、最强音，进一步凸显电

影放映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的

重要作用。

（三）探索运营模式和机制

创新，做大做强做活农村

电影市场

“这种电影放映活动形式太

好 了 ，以 前 只 能 夏 天 露 天 看 电

影，现在大冷天里能在室内看上

电影了。”山东省的农村观众满

意地说。

“十三五”期间，农村电影放

映工作者将部领导“聚焦农村电

影放映，提高服务农村和农民群

众的水平”的指示批示贯穿始终 ,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

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新目标 ,以服务者姿态干事创业，

以饱满的实践勇气迈出完善农村

电影放映运营模式和机制创新的

坚实步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

现均等化，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实现文化小康，坚定做公共

文化服务的践行者。

一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建设担当使命责任、勇于创新创

造的放映员队伍。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和各省区市农村院线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以政治学习和工作能力

提升为重点加强放映员教育培

训 ，放 映 队 伍 凝 聚 力 进 一 步 增

强、放 映 员 思 想 根 基 进 一 步 牢

固、放映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一支强有力

的组织保障队伍。云南、北京、

山东、内蒙古、上海、海南等多个

省区市均举办过多次主题明确、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班、

竞技班等，学习国家相关放映任

务和要求，明确农村电影放映的

重要意义及必要性，加强放映员

的先进经验交流，推动全体放映

员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引导放映员队伍

用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为人民群

众放好每一场电影，用团结向上

的奋进力量巩固电影文化为民服

务的成果，真正起到党的宣传堡

垒作用。

二是持续探索农村电影放映

市场管理新模式，打造政府信得

过、群众口碑好、队伍自律强的

农村放映工程。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持续升级改造，努力实现

公共服务“百姓点单”服务模式，

落实电影“放映计划公示”填报，

开展农村电影放映数据行为分

析，开展农村电影放映观影满意

度在线调查等，进一步提升农村

电影发行放映的技术引领能力、

精准服务能力和信息聚合能力，

更有针对性地改进农村电影发行

放映工作，明确发展路径，聚焦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力重点，提

高电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的能力水平。湖北省武汉

市在疫后重启“江滩露天电影放

映活动”，通过“武汉江滩”官方

微博向社会公布电影放映计划；

湖南省制作固定放映公示牌；河

南省悬挂流动公示牌等放映公示

举措方便群众及时了解电影放映

信息，调动了群众观看的兴趣和

积极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

生活，为城市乡村建设提供强大

的精神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三是在融合中发挥优势，迎

接农村电影市场大发展的新机

遇、新挑战。积极适应农村环境

新变化，江苏省泰兴市不断推进

农村电影放映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的结合，安排电影到实践站

放映，采取室外与室内相结合，

组织观看与自由观看相结合，实

现放映模式的创新；内蒙古自治

区 成 立“文 明 光 影 志 愿 者 服 务

队”，以文明实践为抓手开展各

有专长、各有特色、更加精准的

服 务 ；黑 龙 江 省 建 设“ 农 家 影

院”，将农村电影放映融入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江 西 省 在 公

园、广场等人员聚集休闲活动场

所建立公益放映固定点；重庆、

上海、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

31 个省份积极推进农村电影放

映走进室内、走向固定，满足农

村观众对于改善观影条件的实际

需求，不断增加和提升人民群众

在享受文化生活尤其是观赏电影

大片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满

足感。

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是时代之

需、使命所系、群众所盼，更是公

共文化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广大农民群众服

务是每一位文化宣传工作者的伟

大使命。探索新机制、新举措，

是不断提高农村电影放映在全国

农村的覆盖率，让更多的农民群

众能看到高质量、高水平的数字

电影，努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

的使命任务的有效途径，有助于

打下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良

好的基础。

星光不问赶路者，岁月不负

有心人。“十三五”期间，从国内

影片到国际影片，从胶片放映到

数字放映，从露天观影到室内观

影 ，从“ 我 放 你 看 ”到“ 你 点 我

放”，农村电影放映在节目内容、

放映设备、放映环境、服务方式

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步

建成了以内容为根本、以先进技

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保障的

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系，并不断

把电影资源向互联网阵地汇集、

向移动（流动）端口倾斜，牢牢掌

握生存发展主动权。“看电影”已

经从单纯的娱乐活动发展成为广

大农村农民、社区居民了解国家

政策方针、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欣

赏戏曲传统艺术等内容的重要渠

道，它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透射出电影公共文化服务在

广袤大地播撒的幸福，传播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着基层

宣传文化阵地。

（执笔人：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