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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没有演员的电影，让万千观众泪崩
新华社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新闻人牵手电影人，真实故事格外动人

本报记者张博令、刘晶瑶

　　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洒向大地，远在西藏
宗措村的旺青罗布，正嘴对嘴吸出初生小羊嘴
里的污秽物；
　　 43 岁的胡小明，再次踏上四川博作村的
土地，与罗洪一起地毯式搜寻辍学儿童；
　　黑龙江上升村的王路来到被台风洗劫后的
玉米田，带领村民一穗一穗掰着“躺”在地上的
玉米；
　　贵州坡头村的刘恭利，正挨家挨户推广易
地搬迁扶贫政策……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第一书记。
上述图景正是“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
记》中的画面。这部电影的上映日期是今年 12
月 3 日。
　　《我们是第一书记》首映票房 99.4 万，作为
纪录片，成绩不俗。这部电影由新华社出品，影
片内容全部取自新华社记者一线采访的真实
案例。
　　真实是“第一书记”的底色，也是这部电影
最鲜活的地方。
　　为何选择做这样一部电影？“新闻纪实电
影”与普通电影有何不同？没有演员的电影怎
么拍……日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探访主创团
队，为你揭开幕后的故事。

“新闻的灵魂+电影的外表”

　　考究的镜头语言、精致的电影构图、有质感
的现场……《我们是第一书记》既有新闻直抵人
心的现场细节，也有电影艺术带来的视听冲击。
走进影院，观众见证一个个在平凡中迸发的伟
大灵魂。
　　这是新闻人牵手电影人带来的惊喜。新闻
人保证了纪录片的真实性，电影里有不少新华
社记者采访的新闻片段，这都是历史的真实
痕迹。
　　“你家有存折吗，有多少钱？”“有，1500 块
钱。”
　　“看春节联欢晚会了吗，吃年夜饭了吗？”

“没有。”
　　这组对话发生在记者和孩子之间。4 年
前，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记录下
这个片段。4 年后，这组镜头被用到《我们是第
一书记》当中。当时，小男孩站在“旭日东升”的
对联下回答。如今，这个村已经脱贫，高高的太
阳温暖着这个村。
　　“如果当时没拍下来，我们就错失了这一展
示贫困村现状的素材。”创作团队成员魏骅
介绍。
　　事实上，主创团队以扶贫题材“新闻的灵魂
+电影的外表”的形式已经交过一份优秀答卷
了。2020 年底，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推出了系
列微纪录片《第一书记》，播放量集集创“千万
+”，创造了新华社客户端的播放纪录。该片还
荣膺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光年杯”，获评“建党
百周年公益影片”。
　　微纪录片的成功，让主创团队对扶贫题材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21 年 1 月，新华社受托
制作一部扶贫题材的新闻电影，担子自然落在
了有着成功经验的《第一书记》团队上。
　　将第一书记们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主创团
队心里是有底的。早在系列微纪录片《第一书
记》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就搜集了超过 1000 个

“第一书记”的故事。经过一番“忍痛割爱”，团

队制作了 20 期故事，最后播出的只有 6 期。
这期间，摄制留下的大量素材，已经具备了做一
部长电影的基础。
　　主创团队还仔细研究了大量扶贫题材影视
作品，找出新闻机构做扶贫电影的独特优势，团
队再一次吃下“定心丸”——— 首先，多数扶贫影
像记录都是短视频、快新闻，缺乏沉浸式的报
道；其次，艺术类扶贫影视作品中集中表现的都
是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的故事，情节缺少新
意；第三，拍摄和包装手法比较传统，少了一些
传播力。
　　“尽管短而精的扶贫微电影不少，覆盖面也
很广，能给观影者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与思考的
却不多，社会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团队成员李
放说。

  “他们不要命地干，我们不要命

地拍”

　　《我们是第一书记》里有书记们跋山涉水的
辛苦、有分红大会上村民拿到钞票的笑容、也有
玉米被扶起也扶起信心后的欣喜……这些故事
的发生地，或许离我们很远，却又带给我们最近
的冲击。
　　不同于一般电影的制作流程，“新闻纪实电
影”没有预设剧情，也没有开拍指令，你永远不
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摄影师需要做的是快
速准确地记录下每一个场景、拍下每一个细节。
　　拍好“新闻纪实电影”，需要被拍摄对象把
摄影师和设备当“空气”，被拍摄对象则需要克
服生理和心理上对镜头的“双重恐惧”。
　　拍电影最合适的焦段是 35mm ，因为是短
焦段，相机离被拍摄对象可能只有半米左右，一
开机，被拍者就会紧张。有人笑谈，“话都不会
说了。”“换长焦 8 0 mm 镜头，不行继续 换
120mm”，主创团队挨个尝试，直到找到最佳平
衡点。组里的摄影师偶尔还会打趣，“我们不是
来拍电影的，是来搞偷拍的。”
　　为了克服心理“恐惧”，摄影师需要跟被拍
摄对象做朋友。每个拍摄小组都要在当地至少
待上三个月。前两周，摄影师可以不拍，但一定
要“拿着设备在那晃”，边晃边交流，直到跟被拍
摄对象完全熟起来，这才能保证“电影中的画面
99.9% 都是真实拍摄”。

　　为了采集更多素材，摄影、摄影助理加上
制片原本固定的三人搭配，在《我们是第一书
记》摄制组中几乎看不到。小组成员每人都
要会摄影，制片干的活需要摄影师自己干。

“多一个机位，就多一个拍下瞬间的可能。”团
队成员任杰说。
　　有的摄影师为了记录下更多细节，差点
就地“光荣”。因为“第一书记们”奋战的地方
都是山野乡村、地形复杂，叠加上全员都是摄
影师的现实，经常出现摄影师光顾着跟拍，无
人提醒脚下路况的危险。有一次，摄影师单
飞正在林子里专心跟拍，一不小心踏空，掉入
了深达 3 米的捕兽陷阱。
　　同伴拉他上来时，单飞先问机器摔坏了
没，素材拍到没。据当地人介绍，一般猎人会
在捕兽陷阱里放些竹签，猛兽掉下去几乎都
当场丧命。幸好那个陷阱没有竹签，摄影师
才侥幸生还。
　　“第一书记是不要命地干，我们的团队是
不要命地拍。”团队成员刘兆伟说。

将他们还原成“大写的人”

　　“100 人进电影院，90 人哇哇大哭，另
外 10 个人是强忍着。”这条评价代表了很多
观影者的真实感受。有的主创人员看了 60
多遍，还会忍不住哭出来。
　　一次点映结束后，主创团队问现场观众
有什么想问的，结果现场无一人提问，场面一
度十分尴尬。百思不得其解的魏骅走出影厅，
没走几步就被几个阿姨拦住，“我们不是没有
问题，是还在哭，没从剧情里走出来。”
　　情节打动人心，先被触动的一定是创作
人员。《我们是第一书记》的拍摄团队，全员都
是 90 后，在观众被感动前，他们都被感动得
一塌糊涂。他们见过一家人最值钱的物件是
一缸米，几根竹子串起来就当墙挡风……
　　电影拍摄过程中，摄影师跟着第一书记
披星戴月，连走好几个小时探访牧民；见证第
一书记智斗“逃学 F4”，演绎现实版的“一个
都不能少”。朝夕相处之下，电影创作团队深
受鼓舞，他们也主动放弃假期、没日没夜地工
作。还有团队成员因为同情贫困地区生活不
易，自掏腰包承包下了村里唯一的一家养鸡

场。拍摄挣的钱也几乎全都用作了扶贫。团
队成员跟村民们说，“你们不用发愁卖鸡蛋
了，我们都帮你卖。”
　　“拍第一书记，让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人，
他们奉献自己很伟大，却也欠儿女一份陪伴，
欠父母一句珍重。”团队成员朴文琳感动地
说，“我们想将他们还原成‘大写的人’，平凡
的伟大才是最难的。”
　　电影中，贵州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因
为扶贫工作，三年吃不上年夜饭。母亲左手
关节骨折，他也顾不上悉心照料。为了拍摄
这部电影，主创人员也像第一书记们一样，长
期与家人分隔两地。
　　影片上映以后，有个第一书记在交流环
节抢过话筒，隔空喊话两地分居的老婆，“你
看了这部电影，就知道我为什么夜里接不了
你的电话，回不了你的视频了。我们，真的很
忙！”
　　有人怀疑扶贫干部只是为了镀金拿荣
誉。面对这种质疑，团队成员郑思琳说，“我
们到一个地方才待三个月，他们一待就是两
三年。你只要去那待几天，就不会这么想
了。”满是烟火气的乡村，是第一书记们的战
场。如何让村民们脱贫是挂在他们心头的第
一使命。“荣誉、晋升，在第一书记们眼里，都
远不如老百姓重要。”

“致敬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的努力”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是让每个看过
的 人 都 有 感 触、有 收 获。”团 队 成 员 康 薇
表示。
　　镜头记录下许多打动人心的瞬间，奋斗
多年的第一书记们用平凡的身躯，怀揣着希
望，融化了“贫困”的坚冰。
　　“你在高原逐日，让太阳永远在前方燃
亮”——— 第一书记旺青罗布带领村民办起了
养殖合作社，在分红大会上看到了村民脸上
久违的喜悦；
　　“你点亮了那盏灯，星星都向我们涌
来”——— 第一书记胡小明和罗洪合力让曾经
全村只有两名初中生的博作村，迎来辍学率
归零的历史节点。
　 　“你 张 开 双 臂 ，把 风 过 滤 成 粒 粒 金

黄”——— 第一书记王路带着村民用手掰着
受台风灾害的玉米，硬生生“掰出了个丰收
年”；
　　“你把誓言留给我们，却把思念留给家
人”——— 连续三年都没吃上年夜饭的第一书
记刘恭利，用易地扶贫搬迁让村民们搬出大
山，住上不漏风的新家。
　　 8 年间，近 1 亿人告别贫困，832 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日夜奋战在一线的 300 多
万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得偿所愿，他们的辛
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你知道农村什么样吗？”“知道啊，动画
片里奥特曼保护的就是农村。”观影前，面对
母亲的提问，一位从未去过农村的孩子给出
这样的答案。观影后，母子都看到了农村脱
贫攻坚最真实的付出。母亲说，“我想告诉孩
子，世界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
　　看过点映，还有一位癌症晚期的上海阿
姨向主创团队倾诉，“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们
电影上映。但看了你们拍的电影，听了你们
团队的故事，阿姨这一代人对你们这一代就
放心了。”
　　在谈及创作初衷时，出品人兼制片人张
苗用“时代的良知”形容第一书记这个群体。
新闻纪实电影就是用电影的形式，把这个时
代真实、质朴、打动人心的好故事保留下来，
将这些真实与感动的时代影像，一代一代传
承下去。
　　“如果有一天，孩子问我们这些美好从
何而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关于奉献的
故事。”影片结尾处，银幕上出现这段话，这也
是主创们永不能忘的初心。致敬所有参与脱
贫攻坚的“战士”、致敬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第一书记们、致敬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的努力！

  日前，国家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标志着
将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实力雄厚、特色
鲜明的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正式拉开
序幕，日益受到全球瞩目。
　　《纲要》明确提出“高水平推进开放平
台建设”“高标准实施高层级开放合作项

目”，并将“开展中日（成都）城市建设和现
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明确列入其
中。《纲要》已经在中国和日本学界、商界
引起热议。

  学者建议：构建成都都市圈交通骨

架，促进城市有机更新

　　作为世界银行城建专家，东京大学都
市 TOD 工学教授胡昂曾经深度参与成
都天府空港规划、成都 TOD 战略规划与
示范站点建设、天府绿道生态价值转化等
重大建设项目的研究咨询。他认为，中日
合作开展面向成都市城市建设的重点项
目研究，既契合《纲要》的要求，也有着深
厚的合作基础，特别在成都都市圈建设方
面可以“对标东京都市圈，开展成都、德

阳、眉山、资阳轨道交通同城化与经济一
体化研究。”东京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有
着很高的相似度，东京都市圈主要包括东
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四个行政
区划。根据 2021 年数据，“一都三县”人
口总数 3699 万人，其中东京都人口数为
1403 万人。成都都市圈包括成都、德阳、
眉山、资阳四个行政区划，“成德眉资”同
样服务 3000 多万人口，其中成都市人口
数为 2093 万人。专家建议，应当借助
TOD 发展理念，推进近郊列车线路开通，
形成高密度轨道交通网，以支撑广域都市
圈；聚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多核经
济实体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圈创新与生态
链建设，进一步提升成都都市圈对外开放
能级。

  企业谋划：把成都作为事业核心，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从 2004 年来到成都，今年是成都伊
藤洋华堂有限公司总经理国见和美在成
都的第十八个年头。其所在的伊藤洋华堂
已经融入成都人生活。国见和美说，成都
是日本伊藤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伊藤从成
都市区内的 1 家店成长为现在的 8 家
店，并在成都市外开设了 2 家店。
　　国见和美对《纲要》规划的未来蓝图
充满信心。他表示，成都伊藤将继续把成
都作为事业核心，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
发展，“我们会在扎实做好成都市场基础
上，用好用活自身产业链、供应链资源，不
断探索更多省内下沉市场，辐射四川和西

南市场。”
  让国见和美信心满满的，还有对中日

（成都）合作示范项目推进的深刻感受。自
2019 年以来，成都高起点谋划、高水平推
动，全面探索对日开放合作新路子，落地
落实对日开放合作新成果。成都已梳理形
成对日合作供给清单、需求清单、政策突
破清单、日本目标企业清单、示范项目清
单、论坛会议合作机制清单、日本主流媒
体清单及日本地方政府产业功能区清单
等 8 张清单，全力推动中日合作项目招商
引资。截至目前，成都推进对日合作项目
累计达 202 个，其中 88 个项目已落地。
   （文中数据由成都市商务局、东京大
学亚洲都市 TOD 研究部门、成都伊藤洋华
堂有限公司分别提供）

·广告·

  @薇娅 viyaaa ：第一书记们挺身
而出，把困难一肩扛下，无数人的命运因
他们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他们实现。
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很难，感谢一直
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第一书记们。
　　@UNIQ-王一博：因为我们在一
起，地上的眼泪，终会变成天上的彩虹。
今天，一起去电影院致敬那些平凡英雄。
　　@努力努力再努力 x ：他们用无悔
青春和年轻生命，谱写下了这个时代最
动人的乐章。
　　@武汉大学招生办公室：今天冒着
小雨去看了《我们是第一书记》，电影每
一个小故事都让小招热泪盈眶，致敬那
些慷慨付出、奉献青春、奉献生命的扶
贫人！
　　@云上有晴天：一场电影，看得我
泪流满面。贫困地区，能有多穷？脱贫攻
坚，到底是什么？对当地孩子，能产生怎
样的影响？希望更多朋友，走进电影院！
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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