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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纪录

岁月让山河改以颜色，但也使精神积厚
流光。

巍巍中华，从来不乏英雄的传说，在口耳
相传中凝成宝贵的历史记忆。近期在央视一
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上甘岭》以 1952
年上甘岭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托坑道工事，与

“联合国军”进行43天的殊死搏斗，最终粉碎
敌军的“金化攻势”，扭转了朝鲜战场局势的
军事奇迹。该剧带领广大观众尤其年青一代
随着英雄的脚步，穿越历史的烟云，重返上甘
岭战场，直面历史、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让人
血脉偾张的英勇壮举，感受、体悟、传承历经
72年风雨始终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上甘岭
精神。

上甘岭战役为什么打，怎么打，怎么能打
赢，对今天影响是什么？这是一部战争题材剧
必须回答的问题。尤其是今天，许多年轻观众
对这场战役的理解不够全面，并不了解这场
战斗为何必须这样打，更不清楚为何要死守
高地，未完全理解志愿军坚守的43天在军事
史上的深刻意义。为此，《上甘岭》独辟蹊径，
不仅仅局限于高层视角或个人故事，而是让

“上甘岭”本身成为主角，通过一帧帧震撼画
面让英雄们的故事具象化。剧中深度剖析了
上甘岭战役的战略战术博弈，无论是对“零敲
牛皮糖”朴素易懂的战术表达，还是对“步炮
协同”理论的巧妙理解及运用，抑或是“挖山
筑城”的坑道工事以及敌军炮火封锁的规律
呈现，这些设置和桥段，展现了我国志愿军战
士在装备实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所拥有的
非凡智慧。

此外，剧集设定了多角度叙事，不仅有我
方战地高层对战术的实时分析，还呈现了毛
泽东与周恩来在国内的对策讨论，此外还有
美军在五圣山南麓村庄对上甘岭及其周边地
区的疯狂进攻，力图全景式呈现上甘岭战役
的多重维度，也令当代青年对上甘岭精神有
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

“特功8连”群像的塑造是剧集的一大亮
点。抗美援朝战争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抔热土一抔魂”。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用身
体当武器，敢于与敌人同归于尽。《上甘岭》
中，塑造了100多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并且每
个角色都不仅仅是虚构的戏剧形象，他们背
后都站着一个个真实可触、血肉丰满的历史
原型。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屈不挠、团结
战斗、浴血奋战、严守纪律的精神，打破了美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诠释了上甘岭战役的重
要意义。

不过，《上甘岭》没有止步于此。该剧不仅
体现了志愿军的勇敢无畏，还有我军指战员
的智慧，他们不仅是钢少气多，而且拥有技术
战术，擅于运用头脑。以秦基伟和段显峰为代
表的我军各级指挥员，在面对“联合国军”绝
对优势的科技、火力面前，敢打敢赢，除了有
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还
拥有高超的战术思想，先进的作战理念，温暖
的人文关怀。

黄轩饰演的段显峰是剧中的核心人物，
也是全体志愿军英雄的一个缩影。作为一线
指挥员，段显峰刻苦钻研步炮协同中的弹幕
徐进战术。他经过刻苦钻研，首先是将弹幕安
全距离缩短到只有美军的一半。但为了降低
伤亡，争取更大战果，他继续以无畏的勇气不
断实验，持续将安全距离缩短。直到最后，他
为了完成任务，将安全距离缩短至50米，牺
牲在完成使命的冲锋路上。这个集合众多志
愿军英雄于一身的虚构人物，不仅彰显了我
军传统，而且启迪了今天的强军之路——在
未来战争中，我们基层的指挥员也要像他一
样拥有钻研精神，不断去掌握高科技装备，掌
握现代化战争的规律。

王雷饰演的15军军长秦基伟，历史上确
有其人。在他的身上，中国将领运筹帷幄的战
术智慧和果敢刚毅的军人风骨一览无遗，他
虽然上学不多，但自学成才，是具有先进头
脑、高超战略思考的将才。他既强调战斗意
志、战斗精神，又接受先进战法，尽可能降低
伤亡。他不只是70多年前将领的代表，更是
当下及未来的表率。

此外，袁文康饰演的八连连长冯百胜、潘
斌龙饰演的连指导员胡满仓、冯绍峰饰演的
谈判翻译莫远、王挺饰演的第三兵团副司令
员王近山等角色，也各自书写着志愿军对阵
地的坚定坚守与冲锋精神。

597.7、537.7，上甘岭两个高地的海拔高
度可以丈量，而背后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无
法丈量。今天，我们以《上甘岭》纪念一位位远
去的英雄战士，更启示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
后来人；既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为英
雄辈出的中华民族。

《上甘岭》：

英烈不朽 精神永续
□杨雯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国家体育总
局、教育部的支持下，新华社联合中国
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新闻栏
目《e体资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
道开播。作为全国首档融赛事报道、体
教资讯、体教话题于一体的“体育+教
育”新闻直播节目，这两年来，节目为
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作为体教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对
自身的角色定位有充分认知，准确把握
在栏目中的定位。以正确的舆论导向、
必备的文化素养、国际化的通识积淀和
专业的公关处理等技能培育来构建核心
素养。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体教信息的

“搜集者”、体教理念的“推广者”及体
教反馈的“整合者”，只有这样才能让
体教融合理念“下得去、留得住、用得
好”。主持人能力水平提升的同时，节
目品质也会得到提升。

体教信息的“搜集者”

体育涉及的面广而专，教育涉及的
面全而深。如何让体教信息传播得准
确、有效、到位，这对主持人提出了较
高要求。体教新闻节目主持人既应有专
业知识积累，更要有独到的搜集方法，
让自己变身成为体教信息的“搜集
者”，让体教理念传播“下得去”。

师生导向搜集，体教信息很精准。
体育信息的特点是专业、复杂、繁多。
以奥运会项目为例，仅正式大项就包括
田径、游泳、射击、滑冰、滑雪、自行
车、举重、摔跤等 40 余个，还涉及武
术、棋类、高尔夫等 20 余个非正式大
项。同时每个大项又包含若干分项，分
项里还含各小项，每一项都有各种人
物、动作、规则等，海量专业信息需要
整合。主持人只有做好做准做透功课，
才能让观众看明白。直播前，主持人应
以师生需求为导向搜集信息。赛事话题
应侧重搜集历史和特色，方便师生理
解；人物话题要看重经历及特点，服务
师生学习；活动要着重意义与价值，有
利师生分享。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e 体
资讯》开设《燃情世界杯》特别直播。
根据师生导向搜集法，主持人在赛事方
面，搜集世界杯史上的十大冷门比赛，
在直播中进行对比分析，增加赛事的横
向对比；人物方面，聚焦热点人物，例
如赛前各大媒体均报道梅西和C罗都是
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主持人根据两
人在赛场上的表现，搜集历史比赛数
据、经典进球、球迷期待等内容，在
直播中补充点评，丰富人物内容；活
动方面，重点搜集本届赛事的赛前赛
后、投资建设、关联人物等信息，如
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卡塔尔世界杯
应用，中国小学生护旗手、中国裁判
等相关信息，提升观众的亲切感和获
得感。只有以师生为导向的搜集，才
能在节目直播前做到心中有数、话里
有据、问里有理。

深入一线调研，体教信息含依据。
评论来源于生活而总结生活。《e 体资
讯》的主要受众为广大师生，评论要具
有师生一线的靶向性。针对不同话题进
行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搜集，才能让
评论更接地气。如主持人在聊校园冰雪
运动话题前，就做了一线背景调研。通
过与内蒙古、浙江等地学校师生的互
动，搜集到南北学校开展冰雪运动的现
状、难点和期待，最终节目中“对于冰
雪，北方考虑的是如何玩转冰雪，而南
方则是如何上冰上雪”一句评论充分体
现了地域差异和需求。在聊篮球话题
前，主持人通过与大中小学不同阶段的
学生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观看视角，
总结出了“小学看热闹、中学看门道、
大学看赛道”的观点。主持人需深入一
线进行搜集、总结、升华，才能让评论
有温度、有深度、有角度。

体教理念的“推广者”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涉及“体育进中高考”

“体校改革”等社会热点话题，一出台

即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推动体教
融合又迈出关键一步。有别于常规节
目，体教融合新闻节目的核心是将体教
理念推广出去。主持人需充分理解国家
政策、调整主持状态、整合相关信息，
成为体教理念的“解读者”，让体教理
念在广大观众中“留得住”。

政策分享解读，体教理念有抓手。
为更好服务学生健康成长，党和国家
出台各种体育和教育文件。海量的信
息在何时间、从何角度、以何力度解
读，都考验着主持人的理解、选择和
表达能力。主持人不能仅从单一角度
评论新闻，而要将评论融入国家政策
发展中，让观众理解这个新闻是偶然
出现还是必然发生。如 2022 年 1 月，
探讨“3.46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时，
主持人就融入国家“双减”政策落实
及“冰雪进校园”的大力推广，促成
目标的实现。2023 年 1 月，在探讨新
一年的体育教育如何开展时，融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的颁布实
施，对于未来体育教育开展提出更深
刻的看法。主持人融合政策分享，目
的是让教育工作者更好解读，也让体
教融合工作更有抓手。

新 闻 评 论 创 新 ， 体教理念引共
鸣。《e 体资讯》 除了聚焦体坛资讯、
赛事分析外，还承担着体教理念的推广
任务。要想体教理念“下得去”，就需
要找评论的落脚点和观众的共鸣点。如
2022年2月1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中国男足客场 1：3 不敌越南，国内质
疑、漫骂不绝于耳。如仅局限于赛事本
身原因分析，就会失去体教融合节目的
特色和优势。经过探讨，主持人和评论
员设计通过“体教比喻”方式来讨论男
足失败。把全球各国队伍比喻成一个年
级，世界杯比喻成班级，中国队和越
南队比喻成学生，把观众比喻成亲
戚。通过年级、班级、学生、亲戚之
间生动的举例，既把世界杯预选赛、
双方实力现状分析清楚，又能引发师
生共鸣，潜移默化地将体教理念在师
生中入心、入脑。

体教反馈的“整合者”

作为新时代的传播者，体教新闻类
节目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让演播室内
外、网络内外、现实与虚拟之间实现时
空交互，在节目视听表达上进行全面创
新。以往传统的电视传播，只要盯住电
视频道这个渠道就可以了，但是在新媒
体语境下，“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对
于这些“通往罗马的路”是置若罔闻、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是积极学习利用借
鉴，甚至拿来为我所用？《e 体资讯》 是

“全媒互动”型体育新闻节目，除了硬
件层面的多、广、全外，还需要主持人
实时参与到线上、线下的信息互动整合
中来。让线下有反馈，线上有输出，只
有这样，才能让体教理念“用得好”。

线下整合留言，体教反馈起成效。
节目直播后，观众的建议、学校的评
价、师生的反响等信息都需主持人进行
高质、高效、高标整合，以求达到政府
鼓励、学校可行、师生满意的效果。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讨论冰壶赛事，直
播后有不少师生留言表示：“学生想参
与但是没有场地，学校想投入但没有专
项资金。”面对师生真实反馈，主持人
主动咨询冰壶推广专家，探讨发现“旱
地冰壶”可作为校园推广的方向，学校
少量投入即可满足学生参与冰壶的需
求，还能有效地推广冰雪运动。

线上实时输出，体教反馈富期待。
《e 体资讯》 不仅通过传统电视渠道，
还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传播。在各种实时
留言、弹幕中，主持人需对信息进行有
效整合并实时反馈输出，让观众能参
与、愿参与、再参与。选择留言时，需
整合提升相关问题。例如2022年2月5
日，亚洲杯中国女足夺冠，网友留言蜂
拥而至进行祝贺。主持人除选择祝贺留
言播报外，还选择将网友问题整理成

“女足的校园培养是否相对成熟”“相较
于中国女足，男足的差距在哪儿”等问
题与嘉宾进行探讨。这样的播报既符合
观众期待，又富有体教理念。

从中国教育电视台《e体资讯》看——

体教新闻节目主持人如何摆正角色定位
□周仁杰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缘何如
此？这或许可以在纪录片《漓江》中找
到答案。

纪录片《漓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记录新时代”精品工程项目和广西
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全景
式呈现了漓江流域作为生态文明高地的
壮丽景象。10月27日，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
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录片委员
会协办的大型纪录片《漓江》研讨会在
京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片通过
创新性阐释和多元融合，让漓江这一文
化符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正如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会长范卫平所言，纪录片 《漓江》 有
五个特点和价值：一是主题突出，具
有思想教育价值；二是特色鲜明，具
有文旅宣传价值；三是内容真实，具
有科学教育价值；四是制作精良，具
有艺术审美价值；五是故事生动，具有
国际传播价值。

每一帧都是屏保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以独特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世界无数游客
的目光。《漓江》正是用影像呈现漓江
如诗如画的极致风景以及背后的生态文
明故事，从自然到人文，再到生态层层
递进，向观众铺陈出一幅流淌着的山水
画卷。

“漓江的自然之美具有极致性，体现
在山水相形之美、山水城相生之美、流动
之美、云雾光色变换之美等方面。”中国
文艺评论协会副主席向云驹表示，为了
拍摄好漓江美景，创作团队展现出了高
超艺术和严谨的态度，巧妙运用情境再
现、航拍、潜水拍摄等艺术手段和4K等
技术手段，不仅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漓江的自然之美，也极大地提升了纪
录片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

“漓江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大自
然馈赠给中国广西乃至地球的宝贵遗
产，它的美从哪里来？《漓江》带着这
个疑问开篇，以个人化的、类似游客的
视角，呈现了漓江自然景色的秀丽。”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雅欣觉得，这样的视角让人感觉非
常亲切，似乎只要到了漓江就可以看到
如同“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等诗
句中所描绘的醉人美景。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对
《漓江》艺术呈现的整体印象则是“每
一帧都是屏保”。他指出，《漓江》在美
的呈现上，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结合、诗
情和画意融合，综合运用新闻、艺术的
手法，特写、素描和航拍等手段，实现
更加多元丰富的美的呈现。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录
片委员会会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
研究中心战略所所长赵捷评价，《漓
江》是在故事中见漓江之美，用极致的
影像手法创造性地将其完美书写，呈现
漓江领域生态文明高地的记录影像，为
后世留下了漓江的宝贵痕迹，构筑了漓
江的珍贵档案和美丽山水的时代图谱。

生态问题是核心

不过，如果一部大型纪录片将笔墨
尽数泼洒于美景上，仅仅将漓江作为静
态的山水画卷展示，也会使观众感到了
无新意。在这一点上，主创团队选择将
漓江作为生动复杂且充满生命力的生态
系统来表现，人类、动植物、山川江河

相互依存、共融共生，构成了复杂而多
样的生态平衡。片中细腻的镜头语言和
深入的系统阐述展现了我国在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坚定决心，让观
众在欣赏漓江美景的同时，也深刻感受
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这个片子最核心的问题是生态问
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俞虹认为，《漓江》真正打
动人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地球
上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空间，又有那么多
的人让它变得更好。

张雅欣也注意到，片中用特写镜头
表现了螟虫大面积侵害稻田，对森林生
态系统造成破坏等场景。但是，“本片
没有止步于揭示问题，而是通过揭示漓
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面临的生态困境
及治理措施，引导观众形成对漓江生态
可持续发展的正面认同。”

片中，当地渔民回忆生态修复后的
变化时，画面中是恢复清澈的水域和鱼
群嬉戏的景象，观众仿佛跟随镜头亲历
了从“死水”到“活水”的蜕变过程。
生态修复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
个鲜活的画面。

正因如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
院副院长滕勇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应
具备知识含金量、极致画面感、生活烟
火气和心灵抚慰力四方面特质。而

“《漓江》调研深入，逻辑贯通，画面
极致，细节精致，文本华美，音乐浑
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也丰富了生态文明、文旅、现实题材等
主题类纪录片的影像图景，是广西在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过程中为全国人
民奉献的又一部高水准纪录片作品。”

从桂林走向世界

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一部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和深刻时代意义的纪录片，

《漓江》应该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魅
力，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向
世界讲述美丽中国的动人故事，传播中
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

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育亮
表示，自己是地道的桂林人，生活在漓江
边几十年，时刻触摸漓江、感受漓江。这
次看完《漓江》后既惊讶又震撼，对熟悉
的漓江有了全新的认知。“它应该被翻译
成多种语言，走出国门。”

《光明日报》 主任记者牛梦笛认
为，广西的纪录片在实现走向东盟和在
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广西深耕东盟地区，承载着对东盟的国
际传播使命，应使国家间媒体合作更加
紧密。她提出，为了提高国际传播的触
达率，纪录片在短视频垂类传播上可以
进行探索和创新，例如参考“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打造“跟着纪录片去旅
行”，以实现更有效的内容触达。

张雅欣提到，《漓江》在国际传播
中体现出了重要的构建共识的功能，无
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都需要在文化
符号的创新性阐释上与时俱进，《漓
江》的出现就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尝试。

据 介 绍 ，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纪录频道目
前计划将《漓江》译制成英文版本，向
全球观众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
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计划将《漓江》
译制成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老挝
语等版本，在东盟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向世界讲述美丽中国的动人故事。

在《漓江》里，遇见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杨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