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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一股来自北京的广电
视听精品创作风潮，引发全行业和广大
观众的关注。《父辈的荣耀》《追光的日
子》《玫瑰的故事》《我的阿勒泰》《南来
北往》《大海道》等一系列京产优秀视听
作品的火爆“出圈”，让“京产视听”成
为精品创作的代名词之一。

如“北京到底有谁在啊”等衍生于
精品剧集的“金句”，不仅引发了互联网
二次创作的高涨热情，更是凸显了京产
视听作品的品位和格调。

如果将京产视听作品看作一个精品
创作集成的话，那么，它们可以被冠以一
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北京大视听”。

八“大”机制构建完整体系

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以下简称北
京局） 于 2023 年创建的“北京大视听”
精品创作工作机制，其核心要义就是以
服务为先，以管理为根，以创新为引
领，以精品为导向，凝神聚力，引导和
指导行业持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

9 月 19 日，在由中宣部和北京市
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北京文化论
坛开幕式上，正式发布的“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2023年度十件大事”中，“北京大
视听”品牌成功入选。

“北京大视听”品牌从构建之初，就
有着清晰的定位和目标，即紧紧抓住

“精品创作”这个中心环节，全面依托首
都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八“大”机制，
统筹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类别文
艺作品的选题策划、创作生产、宣传推
介，大力提升精品创作生产效能。

从着眼“大格局”到统筹“大体
系”，从抓好“大剧本”到打造“大服
务”，从深化“大传播”到聚力“大联
动”，从把握“大荣誉”到发展“大人
才”……八“大”机制共同构建起“北
京大视听”精品创作管理服务体系。

从理论逻辑来讲，“大格局”与“大
体系”，是从行业发展的宏大视野出发，
不限于一局一隅，而是以产业的眼光指
导和引领北京市广电视听行业发展；“大
剧本”与“大服务”，则是从行业发展的
微观视角出发，强调抓基础、抓环境、
抓项目，以强化服务意识促精品创作，
以精品项目促服务；“大传播”和“大
联动”，是紧紧依托当前广电视听“二
三四”的工作定位，抓融合传播，强调
广电视听的联动性和融合性；“大荣
誉”与“大人才”，同样是基于基础逻
辑，强调要在人才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方
面下功夫。

显然，这是一个集政策、服务、管
理、指导、引领于一体的系统集成式管
理服务体系，既有对全行业宏观的战略
思考和判断，也有具体的理论指导和微
观的战术决断，既有宏观上把握政策决
策的高度，也有微观上强化服务意识的
温度，从选题策划、创作生产到宣传推
介等全产业链形成清晰、透明的政策指
导和政策环境，有力推动形成引领创
作、凝聚人才、推出精品的良好格局。

“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的
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片面地强调抓精
品、抓成绩，而是同时将目光投射在基
础建设之上，不急功近利，强调“放水
养鱼与政策监管”兼而有之，服务意识
与工作实效兼收并蓄，主动出题、主动
作为，让精品创作之成效建立在环境宽
松、政策透明、人才丰盈、引领有力、
服务为先的全链条产业管理体系之上，
从而探索出具有首都特色的精品创作

“北京模式”。

京产佳作持续涌现

如果说北京局打造的“北京大视
听”品牌，是一个创新态势良好、文化
标识鲜明、服务机制高效的“生态系
统”的话，那么，其良性循环便在精品

创作上得以充分显现。
自提出“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

作机制以来，京产佳作层出不穷，爆款
剧集持续涌现，映衬出政策引领的重要
性和主动服务的必要性。

这从北京局发布的精品项目数量就
可见一斑：2023年，北京局发布110部年
度重点文艺精品项目，北京广播电视网
络视听发展基金全年扶持 172 个重点项
目。全年共有121部电视剧在北京备案，
而在1—11月央卫视频道首播电视剧中，
京产剧多达23部。

2024年1—4月，北京局共有10部电
视剧在央卫视及重点网络视听平台首播，
其中，《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南来北往》
和渐冻症题材电视剧《谢谢你温暖我》3

部作品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阿勒泰》作为

一部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网
络剧，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好，体现了各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段时间以
来获得高关注度的明星作品。而 《玫瑰
的故事》 更是凭借热梗持续火爆“出
圈”，成为代表“北京大视听”品牌倡导
精品创作的典型案例。

电视文艺节目中，文化类节目 《闪
耀吧！大运河》《登场了！北京中轴线》

《大使的宝藏家宴》，广播节目 《何以中
华 走读中轴线》《文物里的北京》等作
品均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输
出。纪录片《长城长》《毛泽东的130个
瞬间》，动画片《动画100》，网络剧《大
理寺少卿游》，微短剧《柒两人生》等精
品内容频出，让“北京大视听”品牌的
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北京大
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既是在新时期
新形势下指导、引领，并由此让行业

“活起来”的创新之举，亦是以此打造精
品创作矩阵的现实之策，具有强烈的现
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全产业链动态协同整合

“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看
似只是一种对联动机制的创新之举，实
际考验的却是全产业链的动态整合和协
同意识，对执行力和政策把握力要求极
高，需要每个链条都具备较高的政策协
调能力。

京产佳作之所以持续涌现，看似是政
策机制之功，实则是配套性、衔接性和协
调性的高度统一，才让政策效果真正显现
出来。对此，北京局在强化政策指引、创
新服务机制等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

比如，为打造优质的创作生产体
系，今年2月，北京市印发《关于推进新

时代首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影视
拍摄服务的保障机制，资助扶持优秀作
品创作生产，推动影视产业与科技创新
深度融合，在完善影视拍摄服务保障机
制等方面推出务实举措，为影视产业提
供有力支撑。

4 月 23 日，北京影视摄制服务机制
正式启动，正式运营的北京市影视摄制
服务中心为剧组提供场地协调等全方位
支持，确保拍摄工作顺利进行。同时，
各区委宣传部明确对接部门和专项工作
人员。市、区两级机构共同为影视摄制
单位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拍摄协调服
务，加大对影视创作生产的服务力度。

与此同时，北京局先后出台了 《北
京大视听人才行动计划 （2023 年—2025
年）》《北京大视听“京琅琊”人才遴选
与培养实施办法》，着力加强人才和团队
培养，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北京局积极推动技术
创新，布局超高清视听产业，先后出台
了 《北京市超高清视听先锋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北京市关于支持超高
清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北
京市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发展项目申报
指南（2024年）》等相关政策，推动广电视
听创作积极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助力人
工智能与视听创作实现“双向奔赴”。

此外，北京局还积极推动融合传
播，让视听作品能够在更广的平台实现
最优传播。比如，在正在进行中的北京
文化论坛优秀视听精品展播展映上，《神
奇的中国》《我的阿勒泰》《狂飙》等200
余部精品力作在电视、院线及网络平台
与观众见面。

“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仅
仅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所取得的成
绩有目共睹，可以说，为全国广电系统
打造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有效案例，并
以其鲜明特色，书写了广电视听精品创
作高质量发展的北京答卷。

“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运行一年多来，成绩有目共睹——

“精”字当头，勇攀新时代文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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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卫视加快内容生产和
媒体融合步伐，以首都优势资源为依
托，逐步形成了定位清晰、市场垂直、
品类丰富、影响广泛的节目集群，成长
为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的新型首都主流媒体。

深挖核心优势和细分赛道，北京卫
视形成了五大节目矩阵的内容生产布
局，分别是以 《档案》 栏目为核心打造
的“纪实”节目矩阵、以 《最美中轴
线》《博物馆之城》等品牌节目为核心打
造的“国潮”文化节目矩阵、以 《专精
特新研究院》《大先生》 为核心打造的

“科创”节目矩阵、以《养生堂》为核心
打造的“康养”节目矩阵、以 《向前一
步》为核心打造的“民生”节目矩阵。

纪录片守正创新，紧跟时代

重大题材纪录片以独特视角和深刻
叙事，诠释历史的深邃与厚重，捕捉时
代的脉搏与变迁。为做好党的创新理论
的通俗化解读和大众化传播，北京卫视
策划推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节目

《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
单》，以习近平总书记与经典著作结缘的
故事切入，由中外文化学者共同解读经
典著作，感受思想伟力，践行“两个结
合”，展现首都实践，开展文明交流互
鉴，是国内首部以习近平总书记读过的

书籍为载体，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的电视
作品。节目播出后，取得良好口碑和社
会反响，全网话题阅读量 3.5 亿，美兰
德电视纪录片融合指数、媒体曝光度、
网民评议度、视频热度均位列第一，7条
爆款短视频点赞超10万。同时，为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北京卫视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片 《从
开城到板门店》，这是国内首部以朝鲜
停战谈判为主视角，深度解读抗美援朝
历史的纪录片作品，全网话题阅读量超
1.7亿。

民生题材纪录片见人见城见生活，
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系列人文纪实观
察节目 《北京共此时》 贯彻中宣部“文
化中国行”主题要求，以纪实拍摄的形
式，聚焦北京丰富多彩的文化场景，以
鲜活的采访视角，展现北京作为全国文
化中心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其中，

《在书店遇见自己》聚焦北京的“旧书新
知”，展现北京书店和读者之间的故事，
全网话题总阅读量近2亿，视频全网播放
量达800万次，位列蓝鹰全网纪录片融合
传播指数榜第一。《第一次来北京》记录

“老外游北京”的全过程，通过外国人的
观察视角，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同时，民生题材纪实节目 《向前一
步》开播6年来，紧扣首都“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第一个为全
国提供探索城市治理与基层工作“样
板”的栏目。节目先后3次荣获中国新闻
奖，多次荣获国家广电总局创新创优节
目、北京新闻奖一等奖、“北京市模范集
体”等重要奖项，连续6次被写进北京市
政府工作报告，列入北京市重要民生

“折子工程”。《局处长讲政策》立足企业
实际需求，搭建政企对话平台，打通政
策落地实施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播
出6期，平均收视率排名省级卫视第四，
揽获全网热搜70个，相关话题阅读量近
8.9亿，短视频播放量近4亿。

文化题材纪录片以专业严谨的治学
精神，深耕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文化，展
现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在2024北京文
化论坛召开之际，北京卫视制作推出大
型纪录片《有力见证》，以独特视角细致
梳理北京古都的前世今生，透过徐徐展
开的北京历史画卷，展现中华文明五个
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宣传阐释习近平
文化思想。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
际，播出中华文明史诗纪录片 《中华：
龙的传人》 和人文历史纪录片 《长城
长》。《中华：龙的传人》 以时间为脉
络，全景展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
发展历程；《长城长》则通过不同学科视
野探寻长城的基因与脉络、精神与传承。

综艺节目丰富多彩，爆款迭出

文化综艺方面，北京卫视深植文化
根脉，做好文化节目的创新创优。“最美
中轴线”系列节目用原创音乐传播北京
中轴线文化，已成功播出三季，第三季
节目收视率位列全国文化类节目收视第
一名，揽获热搜超403个。《大使的宝藏
家宴》 走进多国驻华大使馆，聚焦异国
美食和异国文化，相关话题阅读量超 7
亿，获得豆瓣 8.0 高分。《博物馆之城》
（中华文明探源季） 深度探秘国家级历
史文化博物馆，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
起来”，收视率位列全国文化类节目第
一。《京城十二时辰》（第三季） 聚焦北
京消费中心城市定位，绘制市集文化

“金名片”。
科创综艺方面，北京卫视开创全新

科创综艺赛道，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
首善媒体力量。《专精特新研究院》（第
三季）通过“企业出题，协同答题”，助
力专精特新企业扬帆起航；《大先生》
（第三季）聚焦高精尖领域科学家，感悟
细致入微的家国情怀；《亲爱的学弟学
妹》 走进多所首都高等院校，感受莘莘
学子的热血担当。

晚会方面，北京卫视用全年不间断
的“大晚会”，做好首都文化的“大文
章 ”。《2024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收 视 率
3.32%，连续11年蝉联省级卫视同时段收
视冠军；跨年晚会、北京国际电影节开
闭幕式、微博之夜等饱含热爱，热度不
减。同时，由北京卫视创新打造的“传
统节日+直播晚会”的文艺晚会矩阵也成
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春节、端午、七夕、中秋……一系列中
华传统节日晚会，全年持续播出，不断
丰富着新时代的节日文化内涵，传递中
国风姿，抒发中国情怀。《特别的歌给特
别的你端午特别节目》 集结北京广播电
视台一众优秀节目主持人，以歌舞展演
的形式打造了一场其乐融融的端午特别
节目，全网话题阅读量2.6亿，短视频播
放量超过 3600 万；《2024 抖音“鹊梦千
年”七夕歌会》 兼容“经典”和“热
度”，在关键角色“织女”的串联下，呈

现出一场熠熠生辉的七夕盛宴；《2024
“居庸山月”中秋晚会》融合多种表现形
式和视听场景，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长城
故事，全网话题阅读量达3.1亿，直播观
看人次破1200万。此外，北京卫视还结
合市场需求推出系列定制晚会，实现

“品牌+晚会”的深度融合。《滚烫歌
会》 全网视频播放量超 4 亿，话题阅读
量超 10 亿；《AI 智爱之夜》 以全新科技
视听盛宴，创造了单台科学综艺晚会的
创收之冠。

电视剧扎根现实，全面发力

2024 年，北京卫视深耕影视内容自
制，以真实生活为源泉，充分挖掘北京
广播电视台自有节目 IP，重点推出一批
原创自制剧。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
年的电视剧《鲲鹏击浪》，以青年毛泽东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热血故事为根基，
用全新视角回顾伟人的青春岁月。自制
剧 《向前一步》 取材于北京卫视品牌栏
目 《向前一步》 的真实案例和幕后故
事，集中呈现了近年来北京城市治理的
痛点和成果，不仅是一部展现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教材，也
是一部体现主流媒体在新时代承担新使
命、展现新担当的优秀作品。

爆款剧集方面，北京卫视2024年已
播出一批有筋骨、重温情、强现实的优
秀作品，收视表现稳中向上。现实主义
题材剧 《狂飙》《纵有疾风起》《老家
伙》《但愿人长久》，收视与口碑齐飞。
革命历史题材剧 《侦察英雄》 聚焦抗美
援朝战场上侦察兵这一特殊兵种，展现
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无畏；《哈尔滨
一九四四》 还原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
抗日历史，表达了对先烈的敬意和对历
史的反思；《孤舟》以抗战风云下的信仰
与抉择为主线，塑造了特殊年代知识分
子逐渐成长为热血革命者的抗战史诗，
这些剧均展现了不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北京卫视持续深化节目
创新，筑牢首都主流舆论阵地，释放平
台价值，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未来，北
京卫视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内容生产的守正创新，为新时代首
都发展贡献力量。

坚持内容为王，北京卫视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杨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