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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露缘

　　 2 日，以“守望相
助 融合创新”为主题
的第三届中国—东盟电
视周落下帷幕。本届电
视周期间举行了视听传
播峰会暨视听（科创）产
品展示交易会等系列活
动，各方签署了有关视
频内容海外传播、纪录
片合拍等合作协议。从

“同追一部剧”到“同拍
一部片”，近年来中国—
东盟影视合作架起了文
化交流的桥梁，促进民
心相通。

  悬疑、都市题
材影视剧渐成新
宠
　　“小时候看过《西游
记》《活佛济公》，现在喜
欢追像《欢乐颂》这样的
爱情剧和都市剧。”越南
青年阮氏怀是中国电视
剧的剧迷。近年来，主
题越来越丰富的中国优
秀电视剧被列入东盟观
众的追剧清单。
　 　 1 0 月 2 7 日 ，中
国—东盟优秀视听节目
展播活动在本届电视周
开幕式上启动，一批本
土语言译配的中国优秀
视听作品在东盟国家媒
体平台陆续播出。《山海
情》成为首部在东盟国
家播出的脱贫攻坚主题
影视剧。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
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张虹
介绍，中国—东盟电视
周举办三届以来，中国
省区之间、中国与东盟
国家之间的媒体共签订
18 项合作协议，展播节
目 442 部。
　　“以前，我国出口东
盟的影视作品中古装
剧、仙侠剧偏多，现实题
材作品偏少。”广西广播

电视台副总编辑郑葵告诉记者，近年来，广西广播电
视台先后与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家电视台合办

《中国剧场》《中国电视剧》《中国动漫》栏目，每年译
制播出上千集中国优秀影视剧、纪录片和动漫。
　　“越南 K+电视台引进‘迷雾剧场’全部剧集，在
频道上大力推广。”爱奇艺副总编辑毕羽西介绍，《沉
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等国产悬疑剧在海外取得
了不俗的表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有 70 余部
共 1200 多集优秀中国视听作品被译配成东盟国家
语言，在东盟多国主流电视频道播出，掀起追剧
热潮。

新媒体、互联网渐成影视合作新主流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爱奇艺国际版
的泰国用户增长了 8 倍。”毕羽西介绍，泰国、印尼、
马来西亚、越南成为爱奇艺国际重点市场。网络视
听平台正逐渐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新主流渠道。
　　 WeTV 是腾讯视频海外版，于 2019 年上半年
在海外正式落地，主要在东南亚重点运营。目前已
经成为泰国、印尼等市场有影响力的内容平台。腾
讯视频海外区域管理负责人张小雨说：“我们关注当
地年轻用户的喜好，建立了超过 4000 万粉丝的海
外社媒矩阵，推动节目热度持续发酵。”
　　“我们不但将优质内容带出去，也将好内容带回
来。”张小雨介绍，通过中国影视剧海外翻拍等形式，
腾讯视频将优质内容在国内平台播出，建立起文化
交流的双向桥梁。
　　作为电视周的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东盟青年
主播创造营邀请了东盟各国青年主播参与跨国网络
直播和短视频创作研学，面向东盟国家讲述中国在
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故事，
呈现丰富多彩的中国。

纪录片合拍渐成合作新形式

　　国庆期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和老挝国家电
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志同道合》在老挝播出，
讲述两国建交 60 年深情厚谊，在老挝引起热烈
反响。
　　老挝国家电视台台长苏万·维莱显在本届电视
周视听传播峰会上通过视频表示，东盟和中国区域
电视传媒交流搭建起双边民众相互了解和认同、增
进友谊的桥梁，希望双方继续携手为抗击疫情、治理
贫困贡献媒体的智慧和力量。
　　多年来，广西发挥区位优势不断加强与东盟国
家纪录片拍摄合作。《一个医院的战疫》《光阴的故
事》《家在青山绿水间》等一批优秀纪录片让抗击疫
情、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中国经验走出国门。
　　“共同策划、共同制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广西广
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副总监覃彤说，中泰合拍电视剧

《匆匆那年》、中老合拍纪录片《光阴的故事》、中越合
拍纪录片《南溪河畔》等作品，给各国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
　　柬埔寨国家电视台与广西广播电视台在本届电
视周期间签约，将合拍《一湾一世界》《家在青山绿水
间—澜湄花开》《漓江》三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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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坤晟

  一部讲述乡村振兴的主旋律电视剧，能
否获得观众喜爱？两个月前，首次“触电”的
作家忽培元心里并没底。
  当时，根据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
书记》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花开山乡》，即将在
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虽然小说出版后，
广受读者和评论界好评，但电视观众有自己
的口味。
  令人惊喜的是，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
计，《花开山乡》开播后收视率一路上扬，到国
庆节前的收官一集达到 1.778% ，位列当周
黄金时段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第一名。
  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专访时，忽培元讲
述了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原著小说蕴含的乡土
情怀。

  触碰现实，获赞“乡村版《人民

的名义》”

  电视剧《花开山乡》讲述了驻村干部白朗
在芈月山村任职期间的故事。虽然工作遭遇
重重阻力，但他以一名党员干部的智慧和担
当，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得芈月山村民
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改变，山村经济不断发展，
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2018 年，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刚出版，
制片方就找到忽培元，表达了影视化改编的
意愿。忽培元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搬上荧
屏，但他又担心被“魔改”，坚持担任第一
编剧。
  令他欣慰的是，在后来的合作中，导演高
希希非常重视原著，甚至将第一版剧本没有
的原著情节添了进去。
  《花开山乡》是一部乡村剧、扶贫剧。作
品首次影视化改编，忽培元也担心过收视率。
但他认为，反映乡村现实的文艺作品就应该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应该像《创业史》那样充
满历史厚重感。
  “过去一些农村题材影视剧，要么把农民

和农村生活娱乐化，要么远离生活同时又进
行了非艺术的美化，造成种种‘穿帮’，误导观
众、引发观众的抵触。”在他看来，《花开山乡》
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二度创作既还原了
原著，又高度贴近生活。
  在剧中，主人公白朗勇于同欺负村民的
村霸、乱倒建筑垃圾偷挖稀土矿的企业以及
县里黑恶势力保护伞等做种种斗争。有网友
称，“该剧敢于触碰现实，揭露问题，是‘乡村
版《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的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于大胆
揭示现实矛盾。与小说不同，电视剧的矛
盾比小说更集中，一上来就把尖锐的矛盾
和盘托出，敢于硬碰硬，甚至导演团队还创
作了不法企业盗采稀土矿的情节。”忽培
元道。

关注乡村，探讨脱贫之后振兴路

  1955 年，忽培元出生在陕北延安。3 岁
时，在动员回乡政策的号召下，他曾随母亲回
到老家陕西大荔县安仁镇下鲁坡村生活了一
段时间。黄河畔的古老村庄是他最初的乡村
记忆。
  乡村的生存环境与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
印在了忽培元的生命中。他告诉记者：“我是
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把真实的农村写出来，
把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写出来，对我来说
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
事》，到长篇小说《雪祭》《家风》《神湖》《老
腔》，作家忽培元始终关注中国乡村的探索与
发展。
  近些年，忽培元目睹了中国农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他决定以驻村书记为主人公创作
一部小说。
  在《乡村第一书记》后记中，他写道：“以
后无论担任县市公务员还是在中央和省级党
政机关工作，感情上都没有须臾断开同乡村
的生命脐带。”
  在采访时，忽培元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

陕北乡村风情绘画作品。
  红彤彤的太阳、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旧
貌换新颜的一口口窑洞、头上绑着羊肚手巾
的陕北老农……看似朴实粗粝的画作，勾勒
的全是忽培元的乡愁乡情。
  “这是我艺术熏陶和文化积淀的源头所
在。”他说。
  身为国务院参事，忽培元一直通过各种
渠道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他也将很多思考
写进了《乡村第一书记》。
  在原著中，主人公白朗驻村时，山村已经
摘去了贫困村的帽子，但要巩固扶贫成果，实
现乡村振兴还困难重重。
  “虽然小说是前几年创作的，但我当时的
着眼点就是脱贫之后如何巩固。如何实现乡
村振兴，这不只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小说
里有很多乡村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内容。”
忽培元说。
  他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如何利
用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经济的故事。主人
公白朗大胆引进创新技术，用建筑垃圾混
合高科技生产的添加剂粉碎后制成透水
砖直接铺路，破解了环保与经济发展并举
的难题。
  小说女主人公蔡金凤是一名支教老师，
她一直默默支持白朗的工作。忽培元创作这
个角色自有深意。他认为，农村可以通过年
轻人外出打工实现摘帽脱贫，但要实现乡村
振兴，还得靠有本事的年轻人回乡发展。人
回来了，乡村才有振兴的希望。

  寄托希望，年轻干部要有更开

阔的视野

  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在描绘乡村文化复
兴与经济繁荣新面貌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群
有活力、与人民群众共甘苦的青年党员干部
的形象。
  忽培元坦言“白朗”这个人物，既脱胎于
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接触到的朴实能
干的驻村第一书记们，也有自己年轻时的

影子。
  在知青下乡的浪潮中，高中毕业后的
忽培元到延安郊区的川口公社插队落户。
在庄稼地里，他和乡亲们一起挥汗劳作、吃
喝拉撒，很快就成长为日工分十分的庄稼
把式。一年后，忽培元成了大队支部书记，
那时他刚刚 19 岁。
  “全村 1000 多口人，把你当成‘党派
来的亲人’看待，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党
组织，担子有多重，只有挑担人自己知道。
那时白天苦干一天，夜晚躺在炕上翻来覆
去睡不着。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让老百
姓竖大拇指。”忽培元说。
  在川口公社当大队支部书记时，他将
大队的 1000 多口人、2000 多亩地划分
成 4 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
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
罚，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很不错，群众也
满意。
  这些年，在陕西、安徽、海南、贵州、甘
肃、新疆等地一些乡村走访时，忽培元耳闻
目睹了大批驻村干部和乡村第一书记的感
人事迹，他们的工作状态、与群众的深厚感
情深深打动着他。
  “一位驻扎甘肃偏远地区的第一书记，
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研究工作，和衣而睡，
躺下还和同事商量事情。虽然离家仅仅几
十公里，却经常一两个月回不去一趟。他
所思所想的，不是这里正在进行的工程，就
是那里正在建设的扶贫车间，好像哪一个
地方都少不了他，眼前总有不断涌现的问
题等着他处理。”忽培元说。
  白朗的形象塑造无疑寄托了他对当代
年轻干部的期望。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一群既有本
事，又愿意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没有这个
群体，实现乡村振兴只是空话。但与我们
那个年代不同，今天的干部必须得有更开
阔的视野，更开放的思维，更健全的法律意
识。在小说里，白朗在工作之余，始终坚持
学习。”忽培元说。

讲述驻村书记故事的热播剧，背后更有炽热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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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畔的西九文化区，一
座类似古代器皿方鼎的巨型建筑面朝大海昂
然矗立，金色外观在阳光下分外抢眼。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区
管理局合作建立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下
称“香港故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地以
外的首个合作项目，将成为香港中西方文化
交流的崭新地标。
　　香港故宫三面环海，占地约 1.7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4.3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
一座 7 层高的博物馆大楼。项目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正式动工，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成，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并全面交付，明年年
中对公众开放。
　　这意味着，北方深宫国宝有了南国新家。
南北两个“故宫”，一个凝聚了古代匠人的智
慧，一个展现着大国建造的风采，隔空遥望，
共同守护和传承中华文明。

致敬传统

　　香港故宫整体外形借鉴中国传统器物“上
宽下聚，顶虚底实”的美学特点，呈现出方鼎的
独特造型，营造出一种稳定而厚重的历史感。
　　设计有多独特，施工就有多难。说起建设
过程，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故宫
项目负责人王勇用了六个字：过五关斩六将。
　　“上宽下聚”体现在建筑结构上就是一个
高倾角的斜墙，最大斜墙的斜度达到 1 ：3 。
近距离站在“方鼎”前，记者立即感受到这斜
墙带来的视觉冲击。“整个博物馆大楼共有 4
组组合结构柱支撑高达 4 层的悬挑结构，铁
板厚度达 100 毫米，仅钢铁用料就超过 480
吨。”王勇说，每个接驳位置需要 4 组工人连
续烧焊 12 个小时才能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外墙大面积使用清
水混凝土，即墙面直接以混凝土示人，不再做
任何装饰面，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古朴质感。

“这个工艺对各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比如平整
度、色泽以及孔洞的密实度。混凝土本身颗粒
很粗，想做到特别平整很不容易。”王勇说。
　　香港故宫借鉴了很多北京故宫的设计元
素，比如正门的 10 扇门，每扇门上都有每排
9 个共 9 排门钉；门前地面上的 20 多块透光
玻璃板，布局和弧度都模拟故宫门前的金水
河。“用这些元素与北京故宫呼应。”王勇说。
　　走进主楼，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参照北京
故宫空间设计最大特色的中轴线概念，将中
轴线水平递进的空间布局巧妙转换成垂直递
进，从而构成了三个朝向不同角度的中庭空
间，将不同楼层连成一体。

科技赋能

　　每一位走近香港故宫的参观者，很难不
被其金色外观吸引。4022 块金色铝板营造
出琉璃瓦般的外墙效果，近看每块铝板都是
曲面带孔、形状不一，孔洞由下往上逐渐变

大、由实心变为空心，虚实渐变，相映成趣。
　　这样的铝板若用传统方式生产，加工
耗时久、安装误差大。“现在我们采用建筑
信息模拟（BIM）技术，辅助生成每个构件
的加工图纸，全过程指导生产和安装，大幅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精准度。”王勇说。最终，
4022 块铝板成功生产和安装，达到了误差
在 3 毫米以内的施工精度。
　　对于珍藏国宝的博物馆来说，安全永
远是第一位的。恒温恒湿、防风抗灾、安保
防盗都不可或缺，工程团队通过一系列复
杂精密的系统予以保障。他们调校了超过
8000 个阀门、1224 个风嘴，实现馆内空
调温度控制精度在±2 ℃，湿度控制精度
在±5% 相对湿度。
　　消防安全无疑是重中之重。Novec
1230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预动式花洒洒水
系统、楼梯增压系统等各类高难度的消防
系统齐齐上阵，协同工作。
　　“文物储藏室采用的是 Novec 1230
洁净气体灭火系统，可以在 30 秒内将惰
性气体充满 400 平方米的空间，灭火不用
喷水，一旦发生火灾，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
文物。”王勇说。
　　良好的观展体验也必不可少。他们在每
一根吊顶丝杆上加装了避震弹弓以降音减
噪，使整个展厅的噪音要求达到较高标准。

荣耀时刻

　　“故宫”这两个字，在国人心中的分量
不言而喻。
　　“大家一看到这个项目是‘故宫’，就觉
得应该由中国建筑去做。”回想当初竞标情
形，王勇说。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自 1979
年进入香港建筑市场，曾成功完成了香港
国际机场客运大楼、港珠澳大桥香港引桥
等重大建设项目。“中国建筑在香港这 40
多年做了无数工程。第一我们非常想做，第
二我们有能力做，最终我们拿下了这个项
目。”王勇说。
　　项目开工后，王勇专程去了趟北京故
宫。他以前去过故宫，但这次感受大有不
同。从一个建筑人的眼光看，建成 600 多
年的北京故宫历经时代变迁和战乱动荡，
至今如此完整精美，让他“非常震撼”。
　　“故宫代表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建博物
馆就是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去弘扬
和传播中华文化。”王勇说，“这不是普通任
务，而是重要使命，必须建好，体现我们当
代工匠精神，展现大国建造水平。”
          新华社香港电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故宫项目负责人王勇（左一）带领记者参观即将竣工的香港故宫（10 月 22 日摄）。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香港故宫今年底完工，深宫国宝将有南国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