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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创作T02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包括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在内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

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3年以来，全国广电视听行业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心用情用功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工作，重大活动宣传报道出新出

彩；电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动画片等多类型精品持续涌现，不断开创新时代广电视听工作的新局面。

以精品创作为广电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王禹

“人民群众是现实生活的主角，只
有扎根人民群众，真正坚持人民性，
作品才能讲得好、传得开”

“更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

……

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广播电视及网络视
听内容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众多创作者
积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汲取营养，在创新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成为创作的重要导向之一。

2023年以来，电视剧创作在题材开掘上
更具多元化，尤其是在选取题材的角度、表
现的人物群体、涉及的行业领域等方面，体
现出电视剧作为艺术形式的深刻内涵。

2023年推出的科幻剧《三体》有着强
烈的现实主义指引，将科幻想象转化为每
个人都会遇到的现实话题；《人生之路》根
植于中国语境下的成长叙事，呈现了特定
历史条件下几代人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
共情点；《狂飙》不避讳真实问题的存在，
并追问问题形成的根源，以现实主义的血
肉构建起理想主义的根骨；《漫长的季节》
中小人物的不屈不挠以及乐观、真诚、勇
敢、智慧和善良等品质，传递了积极向上
的价值理念。

2024年热播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以都市女性的视角阐释了鲜明的爱情观、
家庭观和生命观，给予观众人生启迪；《前
途无量》则以银行为背景，讲述生活与职
场的平衡关系；《赤热》《梦想城》则聚焦
芯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核心
产业，颂扬新生代创业者的热血担当。

电视节目创作同样携带着现实生活的
温度。《在38℃高温下送餐是种什么体验》
让观众深度了解外卖骑手的酸甜苦辣；《我
是规划师》（第四季）将城市规划的硬核与
城市的温度有机融合，呈现出较强的人文深
度；《开学第一课》带领学生在“行走的课堂”
中读懂中国历史、感知中华文明；《深圳故
事》讲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深圳人在这片
改革热土追光逐梦的热血故事；《种地吧》针
对当下年轻人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问题缺
乏了解的现象，真实展现年轻人在农村生活
中的转变成长，以及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
生活的感恩、对劳动的热爱；《令人心动的
offer》聚焦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实习生群体，
契合年轻观众渴望通过节目了解职场法则、
积累社会经验、获得思想启迪的观赏诉求。

纪录片创作同样涌动着对现实的思
考。《我的温暖人间》让平凡琐事有了诗意和
温度；《闪闪的儿科医生》聚焦新生儿、单亲
带娃、青春期、心理问题等当下热点，辐射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看不见的顶峰》让珠穆
朗玛峰与梦想、勇气和信念紧密融合；《奇妙

之城》则勾勒出城市的内在精神和温度；《幸
福：是奋斗者的幸福》以时间的刻度、人物的
温度、空间的广度，串联起“奋斗者”“幸福”
两个关键词，在实践维度上讲好中国改革开
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故事。这些作品潜入社
会深处，讲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敏锐地捕
捉正在发生的变化。

精品创作是视听行业的价值追求，
“精”字当头，包括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需要所有创作者能够笃定恒
心、下苦功夫、倾注心血，这也是文艺创
作者孜孜以求的价值体现。

“爱人利物之谓仁”。2023年以来，全
国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行业从开展电视

“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到开展全国
酒店电视操作复杂专项治理；从组建全国
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到持续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从打造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
内容矩阵，到引领科技创新；从以大安全
观统领安全保障，到以宽宏视野强化国际
传播建设……一系列高质量发展之策，为
精品内容创作和传播创造了良好环境，让
广播电视焕发出青春光芒，用新的影像故
事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传，促使人民群
众对广播电视的认同度和满意度再创新
高。如今，行业正在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中
国式现代化的广电实践，开创新时期广播
电视发展新格局，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现实题材为时代立传

“让党的声音占据舆论高
地，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将工作做到人心上，让主
流声音更加响亮”

……

主题创作是广电视听精品节目
创作的重要命题，也是重要使命。
党的十九大以来，包括 《山海情》

《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外交
风云》《理想照耀中国》《大江大
河》《在一起》《功勋》等一大批脍
炙人口的重大主题电视剧，通过现
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当代年轻人
的视角理解红色历史和时代主题，
实现了两代年轻人的隔空对话，取
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2023年以来，包括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重大理论节目等紧扣时代
主题和历史脉动，注重对宏大叙事
的青春化表达，赋予了主题创作更
深、更广的思想维度和价值引领。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
电视剧 《鲲鹏击浪》《问苍茫》，
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
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和理念与当代
青年们有了更多的同频与共振；

《大道薪火》 则通过真实历史细节
塑造了接地气的领袖形象，大量
生活化的情节将人物的多面性还
原了出来；《破晓东方》 还原了近
百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从而让当
代年轻人与历史人物隔空对望，
使他们更充分了解历史和党史，
并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一
个重要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在讲述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事时，一定要
有 严 谨 的 史 料 支 撑 ， 而 在 表 达
上，则以符合当代审美叙事的讲
故事的方式呈现，方能引发当代
青年的共情和共鸣。显然，上述
作品无论是叙事角度，还是对伟
人 以 及 革 命 人 物 的 塑 造 和 刻 画
上，均从不同视角呈现了青春叙
事特征，并在人物细节处理和创
新表达上进行了有效探索。

除了革命题材作品，更多表达
时代主题的作品成为精品创作的重
要样本。电视剧《县委大院》以其
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生动的基层叙
事，为观众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
经济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山
花烂漫时》以真实的质感书写了英
模人物的榜样力量；《大海道》 以
新颖的视角，全方位、多维度呈现
了当代新疆的壮丽风光、民族风情
和文化包容性；《欢迎来到麦乐
村》全景式呈现中国援外医疗队的
工作生活日常，传递了中非人民心
手相牵的深厚情谊；《我们这十
年》以普通奋斗者的视角，敏锐捕
捉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多元脉络，
展现了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交织
与共振；《大山的女儿》 生动还原
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主动投
身脱贫攻坚一线的动人事迹；《幸
福草》将目光投向援外工作者“科

技扶贫”“绿色外交”的生动实
践，从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守望
相助的理念。

理论节目方面，融媒体理论节
目 《思想耀征程》，围绕“人民至
上”“自信自立”等六个主题，用
深入浅出的电视表达，让中国共产
党的创新思想深入人心；大型通
俗理论节目 《中国智慧中国行》
精心选取了中华传统文化十大主
题，通过青年讲述、情景演绎、
歌舞表演等多种形式，共同构建起
认知、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全新桥
梁；《亲爱的马克思》 以创意短视
频为载体，以“AI马克思与年轻人
的跨时空对话”为切入点，让马克
思主义跨越时空，与年青一代产生
强烈共鸣；大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读书节目《认识你真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书单》，聚焦习近平总书
记读过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总书
记与经典著作结缘的故事，并邀
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多位
中外文化学者共同解读，感受思
想伟力。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
省级广电台还推出《书山有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第二季）、
纪录片 《文运中国》、网络纪录片

《新中国历史瞬间》、动画片《时光
寻迹》等理论节目，这些作品将从
历史、文化、现实等不同维度，通
过真实案例，全面展现社会发展、
人民生活的最新变化，展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
涵和实践成果。

纪 录 片 方 面 ，《通 向 繁 荣 之
路》通过一个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追寻幸福、奋斗逐梦的
故 事 和 生 动 细 节 ， 来 铺 陈 、 延
展、深化主题；《新时代中国人
权》 展现了新时代以法治保障人
权、以法治守护平安、以法治彰
显公平正义等全面依法治国取得
的重要成就。

网络视听节目方面，微纪录片
《足迹·2022》《足迹·2023》 跟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看奋进新
征程的时代梦想如何接连实现；短
视频《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用平实
的语言，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倾注心血的
感人故事；《文脉永续——习近平
与福州三坊七巷的故事》则充分展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思考；网
络 纪 录 片 《复 兴 印 迹》 则 从 交
通、农业、文化等多角度展现中
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取得的
丰硕成果；网络纪录片 《风起东
方》带领观众感受千年丝路的厚重
历史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年来的新时代变迁。

重大主题创作是时代人文精神
的生动艺术表达，承载着社会的思
想、情感与价值取向。上述作品同
时紧扣时代主题和历史脉动，注重
对宏大叙事的青春化表达，赋予了
主题创作更深、更广的思想维度和
价值引领。

主题创作更具青春态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
是人民的文艺”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
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
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

文艺作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用
真善美的充沛力量感染人们情感、凝聚时
代精神，这也是文艺引领作用的具体体
现。同样，反映时代生活、引领时代发展
也是精品创作的核心要义。

电视剧方面，2023年以来，现实主义
创作蔚然成风。《风吹半夏》《繁花》《父辈
的荣耀》《追光的日子》《装腔启示录》 等
作品，讲述平凡人的奋斗史，生动描绘了
不断求解生活与工作困境的拼搏精神；

《去有风的地方》《问心》《故乡，别来无
恙》 等作品，叙述时代背景下的平凡事、
真情感，深入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真
情实感……

进入 2024 年，《我的阿勒泰》 火爆
“出圈”，其以细腻朴实的笔触还原了新疆
阿勒泰地区生活的风貌；《南来北往》《玫
瑰的故事》等作品体现出温暖、积极的创
作理念与饱含正能量的主题导向，赢得了
观众的喜爱。国庆前夕，以“七一勋章”
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的电视剧《山花烂漫
时》引发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强烈共鸣，其

创作正是基于人物塑造、叙事手法和主题
意蕴等方面的创新，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
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鲜活的人物形象和
写实的年代气息扑面而来，其丰沛的感染
力凸显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给予更多人
温暖和前进的力量。

节目方面，2023年以来，广播电视文艺
创作构建起全新的叙事体系，尤其是在打造

“中国式”电视文艺的发展道路上，进行了积
极探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中国节日”
系列、《戏宇宙》、《我在岛屿读书》、《你所不
知道的水韵江苏》、《还有诗和远方·非遗篇》
等一批优秀文化节目，以及《时间的答卷》

《闪亮的坐标》《跨越时空的回信》《传家宝里
的新中国》《我们在行动》等一批优秀文艺节
目，聚焦不同主题，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当代年轻人。

其 中 ， 音 乐 交 流 竞 技 节 目 《歌 手
2024》汇聚中外实力歌手同台竞演，首创

“全开麦、不修音、一遍过”的全程直播模
式，打造了一款现象级音乐综艺节目；《中
国智慧中国行》（国际版）深度解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智慧，打造易于
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启航！大运河》以“边走边
聊”的形式遍览运河2500年历史，用故事
诠释大运河的美妙，用历史还原大运河的
厚重；《行进中国大运河篇》从溯源黄河到
寻路运河，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大运河沿
线的繁荣风貌与文化底蕴；《馆长来了》
（第二季）让观众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

内涵、历史故事以及时代高光点，体现中
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传承生生不息的民
族精神；《乐在其中》 紧紧依托“民族”

“音乐”两个关键词，呈现出原生性、文化
性和民族性等多元素融合样态，给予民族
文化国际化、时代化表达。

纪录片方面，《寻古中国》、《中国》
（第三季）、《何以中国》、《美术里的中
国》、《大泰山》等人文作品，以新技术为
依托，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
明、文物等时代主题，打造了具有跨越时
空价值的文化精品。

其中，系列文化微纪录片 《中国官
箴》以真实历史故事为引，诠释了从古至
今影响国人的人生哲学，通过实景拍摄和
AI 技术还原每一个触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并以此见人、见事、见精神，这种将传统
文化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在润物无声间
让古老故事跃然荧屏，其精神与文化滋养
富足而不失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广电总局还通过
推出“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将
微短剧、文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
文化巧妙融合，制作推出一大批有着文
化、革命精神基因的微短剧作品，是为精
品创作的独到之举。

显然，这些作品既有着墨于现实生活
的经典之作，也有深度挖掘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品之作，通过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让作品与时代互文，给予更多人
温暖和振奋的力量。

文艺作品饱含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