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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专家研讨会在京举办
专家称赞“真实与温暖交织，具有全球视野”

本报讯 3月6日，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

术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

作委员会、北京歌华移动电视有限公

司承办，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金鸡百花影城共同支持的纪录

电影《您的声音》专家研讨会在京举

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邓光辉，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陆

亮，中央新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姚

永晖，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

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北京市政务

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舫，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群飞，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等参加

了活动。

夏潮表示，纪录片是国家相册、

时代影像，具有为历史存真、为时代

画像、与人民共情的重要价值，《您的

声音》这部影片很有意义，生动展示

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

展现当代中国人形象的有效传达，也

体现了中国文化自信和人类共同价

值观。

邓光辉认为，《您的声音》充分回

归了纪录片的传统和本体，具有一定

的纪录影像意义、社会学意义和丰富

的人文内涵，也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

传播中国经验、中国形象的一个很好

的文化样本。

陆亮表示，这部纪录片用鲜活的

艺术细节讲述故事，在鲜活的艺术细

节中捕捉到了令人感动的情感，有一

种包容性的平视。《您的声音》是广大

群众诉说的声音，是政府各部门倾听

的声音，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回答

之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治

国理念精神的深沉回响，这部影片吟

唱出了真诚动人阳光的艺术之声，是

一段优美独特的旋律。

姚永晖介绍，《您的声音》在创作

过程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研走

访了很多“12345”接诉即办热线工作

人员，包括基层一线工作人员，还有普

通市民，用真实的记录反映人民群众

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以说，这部

影片描绘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生动图景，生动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同时，这

部电影也是用国际化语言和表达方式

来讲好新时代的北京故事。

霍志静表示，这部影片是北京市

相关部门通过文艺作品展示北京工作

成效的典型案例，也是一部向普通观

众展示宣传中国特色治国理政经验和

阐释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教材。

黄群飞介绍了影片的发行情况和

下一阶段的发行规划，并表示这部影

片以接诉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为主体

内容，从世界超大城市治理共性问题

切入，采用纪实拍摄手法，以真实影

像、真实任务、真实经历讲述了贴近百

姓生活的真实故事，生动描绘出一条

热线撬动超大城市治理改革的画卷。

宋智勤表示，影片故事真实可信，

让观众能够共情共鸣，反映出创作者

扎实的功底，影片在内容上和艺术创

作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具有高度

的借鉴价值。

影片总导演徐洁勤介绍了影片的

创作情况和心得体会，《您的声音》以

北京市近 6年来接诉即办改革实践为

蓝本，通过真实影像记录了超大城市

治理探索。影片自去年 3月份开始筹

备，经过多轮修改和打磨，最终 10个
月完成制作。在近一年时间里，拍摄

了 280多个小时真实影像素材，围绕

市民需求，跟踪记录了7个核心故事，

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都是让观

众对这座城市产生共鸣的原因。

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就影片的学

术表达、社会价值、纪录美学等开展深

入探讨。专家一致认为，《您的声音》

生动地体现了真实与温暖的交织、故

事与精神的交融、艺术与时代的交

响。它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柴

米油盐、喜怒哀乐，真人真事、真情实

感，而且影片在故事背后还给观众提

供一种精神力量和思想价值。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

川表示，影片整体讲了7个故事，每个

故事都很扎实、很生动，切切实实地把

“12345”接诉即办为市民做的事情一

一展现出来。影片还具有国际视野，

引入了他者的眼光，把北京超大城市

的社会综合治理放在全球社会治理的

格局中来，体现了北京的胸怀。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胡智锋认为，《您的声

音》是北京的碎碎日常生活社会治理

的体现，同时又是放在国际视野当中

展开和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积累的中

国式治国理政重大的创新经验展示，

这对全世界也是非常好的样板和

启迪。

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

员会副会长孙崇磊表示，从《您的声

音》这个电影看到了城市治理的影像

书写，影片以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

为核心线索，深入到城市治理的集体

之中，通过纪实镜头勾勒出一幅超大

城市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生动图景。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卫防表

示，《您的声音》当中对多种“声音”的

巧妙呈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

声音之间形成了对话，最终形成了声

音形象，对这部影片主题表达起到了

关键作用。

中国视协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

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研究员高小立

认为，影片核心内容是接听解决老百

姓核心诉求，但是影片不是解决一个

个问题的“流水账”，而在选材上以言

代事，有矛盾，有冲突，还有喜剧效

果。《您的声音》就像这座超大城市的

音符，汇成了北京城市交响乐中的一

个强音。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顾亚奇表示，影片以

声情并茂的方式讲述接诉即办政策、

案例选择、复杂叙事等方面都是难点，

但是这部影片对这些难点处理得很

成功。

导演、编剧，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电影创作指导处处长张弛认为，该

片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同时，

影片还具有一定的解密性、接地气和

真实性。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和平街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卫昕从一个基层工

作者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很多

社区居民观看完影片之后，也更加理

解基层工作的情况和难点。影片中的

基层工作者通过一点一滴的行动征得

居民理解的故事，反映了基层工作的

基本情况，特别是体现北京作为超大

城市治理，通过接诉即办这个有效手

段和路径，实现了难题破解。”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委员、副研究员胡祥表示，影片主

创在表现接诉即办机制的时候用了精

巧的横坐标轴和纵坐标轴叙事方式，

横坐标轴包括停车难、加装电梯民生

横截面，纵坐标轴是政府体制机制运

行，把接诉即办机制讲得非常清楚，这

也是这部影片的重大价值。

《影视独舌》记者、影评人卢少科

认为，接诉即办改革是动态存在的，是

先进行经验总结后优化，然后再推动

经验总结再优化的过程，尤其影片后

半段对进行时状态呈现得比较多，进

行时的状态可以给我们观众信心、向

上的力量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纪录电影《您的声音》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集团）摄制，由北京歌华传媒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集团）、北京歌华移动电视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子）

本报讯 中国传媒大学视听艺术

研究中心与伟雄文化传媒（北京）有

限公司日前举办微短剧《我的大学你

来读》项目的剧本研讨会。作为产教

融合项目，该项目试图探索“微短剧+
品牌+传记”的创作类型，由中国传媒

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础部主任、视听

艺术研究中心负责人赵晖担任总编

剧，以曹德旺先生的传奇人生和其创

立的福耀科技大学为蓝本进行故事

创作，通过青年人的视角展现时代精

神与个体奋斗的内涵，反映当代大学

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一级

巡视员董年初建议剧本增加泪点、

笑点及网络“热梗”等元素，以增强

作品感染力与传播力，吸引更多年

轻观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

书长董涛认为要平衡单集时长与剧

情连贯性，既保证剧情紧凑又不影

响故事完整性，以新颖形式服务于

深刻内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张德祥说，曹德旺的故事是中

国民营企业家奋斗历程的缩影，作

品应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展现改

革开放背景下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与

社会责任感。中国视协网络视听艺

术创作委员会会长马丛峰认为微短

剧创作要注重精品化与正能量传

播，以高质量作品引领网络视听文

化发展。伟雄文化传媒（北京）公司

总顾问何堃表示，要突出曹德旺的

当代价值，通过故事传递其对年轻

人的期望与激励，引导青年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中国传媒大

学戏剧影视学院戏文系主任李胜利

认为，剧本中的穿越元素运用得很

有设计感，人物形象塑造较为丰满

立体，尤其是三个高中生的角色，具

有代表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

播系副主任何天平、光明日报文艺

部主任编辑牛梦笛、《文艺报》责任

编辑许莹、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制

片人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梁

宇、伟雄文化传媒（北京）公司总策

划墨戈、允德世纪文化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制片人林伟、伟雄文化传

媒（澳门）制片人孙明强、澳门嫦娥

商业卫星有限公司总裁孙伟雄也依

次发言，强调作品要注重细节刻画

与情感表达，以真实感人的故事打

动观众；要注重节奏把控与悬念设

置，保持观众的观看兴趣；要注重品

牌建设与传播策略，提升作品的市

场竞争力与传播影响力。

（张可瑞 崔凯翔）

本报讯 近日，电影《潮》在北京

举行首映礼。导演万波、制片人黄钧

妍，主演王铮、陈雨浓，执行导演王凯

旋亮相映后见面会，分享《潮》的幕后

故事，与观众进行深入交流。

电影《潮》讲述了生长在钱塘江

畔的沙地人为守住仅存的耕地，在经

历一次次失败后，仍怀揣希望筑堤挡

潮的故事。影片以诗意的影像美学，

构筑了一部江南特色的造地史诗。

谈及聚焦杭州萧山围垦这一宏

大历史背景展开创作的初衷，导演万

波表示，前期调研时，最触动自己的

是“父辈”身上的那份平凡。在涉及

几十万人的宏大围垦历史中，渺小个

体的名字不会被留下，“这种反差让

我反思，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

影像来触摸这段历史。”

制片人黄钧妍表示，《潮》是一部

非常勇敢的电影。一方面，这是首次

尝试围垦题材，在实景拍摄中，凶猛

的潮水带来了一次次惊险挑战；另一

方面，这也是浙江传媒学院师生第一

次勇敢尝试做院线电影，大家共同打

破了理论与实践的边界。我们电影

频道杭州基地期待以这部有艺术质

感的影片为起点，与更多有探索精神

的创作者实现连接，为其电影作品提

供更大的舞台。

演员王铮在《潮》中塑造了那一

代坚韧的围垦人形象。他表示，自己

很抱歉没能完整呈现角色的方言。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自己一直在通过

想象贴近和寻找当年的氛围，希望更

好传承这份围垦精神。

第一次主演电影的青年演员陈

雨浓坦言带着《潮》与观众见面十分

紧张。拍摄期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

导演给到自己的信任。“导演说看到

我的一瞬间就确定我是江平远，这给

了我很大鼓励，也让我在每场戏的创

作中都心怀坚定。”

作为导演万波的学生，执行导演

王凯旋坦言收到《潮》创作邀请时非

常兴奋。在她看来，《潮》最珍贵的是

同情心和同理心。尽管拍摄过程十

分艰苦，但更多的收获是快乐：“我们

是一群用真诚热情创作的普通电影

人，希望观众能感受到。”

此前，电影《潮》曾先后亮相第二

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

元及 2024横店电影节全国影片推介

会。当天的首映礼上，多位专家学

者、行业嘉宾也到场为影片助阵，并

表达了各自的观影感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建认为，《潮》

有着强烈文化地域性、厚重的人物情

感、极具历史纵深的质感和充满诗意

的美学特征：“尽管这是一部中小成

本影片，但呈现的视觉表意方式非常

宏大。”

导演刘泰风直言自己观影过程

中几度无法抑制情绪：“我也在杭州、

在钱塘江畔生活了很多年，我知道它

多凶猛、澎湃，更知道现在的生活有

多么的富庶。是前人的积淀和付出

了很多，才让我们享受到来之不易的

美好生活。”

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一直关注着

生态议题。看过电影《潮》，他表示：

“国产影片对于生态自然的描述不

多，《潮》的创作填补了近几年的空

白。”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许斌指出，

《潮》让我们感受到，每个人都有面临

绝境的时刻，但这个时刻可能让我们

感动、产生力量。

当天，《潮》的主创也与电影频道

M观影团的观众进行了深入交流。

其中一位观众作为杭州渔民后代代

表，点赞影片让更多人了解了钱江人

民不屈不挠的弄潮精神。

另一位观众则对《潮》当中展现

的方言、民谣等地域特点十分感兴

趣。万波导演表示，这也是自己创作

影片时最为关注的：“我希望电影的

视听艺术能够有地域化的特点。比

如 50年代的低饱和、灰蓝色以及江

南的湿润感。包括方言也是反复犹

豫后的选择。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

这是文化记忆，它的价值远远大于作

品本身。”

首映礼尾声，电影《潮》出品人、

总制片人金光炎，影片总策划、1905
电影网董事长李玮与主创共同见证

影片上映的重要时刻。

该片已于 3月 11日在全国艺联

专线上映。

（影子）

以光影触摸围垦历史，用平凡创造人类奇迹

电影《潮》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本报讯 由电影频道与红果短剧联合

出品的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日前在泉州

永春正式开机，这是电影频道“跟着电影品

美食”主题系列精品微短剧的首部作品。

该剧围绕永春地方特色美食主题，讲

述当代都市青年回归家乡，用美食与亲情

完成自我疗愈的温暖故事，将为观众带来

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视听盛宴，浪漫开启

“跟着电影品美食”之旅。

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由电影频道

“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成员吴佳

怡、第 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

名者葛兆美、电影频道“星辰大海”青年演

员优选计划成员单敬尧主演。 （花花）

电影频道微短剧《和你的桃花源》开机

微短剧《我的大学你来读》剧本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