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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

出品，浙江广电集团创制的系列纪录片《千万工

程》今年1月首播以来，引发持续关注，收获广

泛好评。最高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卫视第二，

全网点击量超 1.5 亿，16 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6个话题登快手和抖音热榜。全国两会期间，该

片被专家评为“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的生动教

材”“在农村治理的尽精微中来致中国式现代化

的广大”。笔者有幸参与该片的创制，担任第三

集分集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跟随团队学习、成长

与感悟，收获很大。本文以纪录片《千万工程》

的创作实践为例，浅谈主题型纪录片如何以灵动

手法彰显思想力量，致广大而尽精微。

2023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也是

“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2003年6月，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20 年间，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

一任干，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

群众。在特殊时间节点，如何以纪录片的形式展

现“千万工程”的深邃思想内涵？主创团队在创

作过程中努力处理好小与大、内与外、旧与新三

对关系。

一、学思践悟，为宏大命题寻找小切口

面对“千万工程”这一宏大题材，如何讲

述、呈现才能拉近理论思想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距

离，打动更多的受众？团队在创作初期思考推演

过好几个版本。最终总导演杨忆媛还是决定要发

扬浙江广电集团人文纪录片的优势，以人文视

角、鲜活事例，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千万工

程”的思想伟力。即遵循一个原则：大主题小切

口，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所思所想所盼

出发，把理论的话语转化为百姓的话语，让真理

力量与人民群众蓬勃的创造力互相激荡。

主题型纪录片如何致广大而尽精微主题型纪录片如何致广大而尽精微
——《千万工程》创作实践与思考

黄 玲

前别人帮我，现在我也要帮别人”。每次看着老

人拿来捡破烂攒下的几百上千元的爱心款，编辑

部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接下去，如何创新报

道模式，把社会公益报道做得更加打动人心，是

编辑部正在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报告字里行间满是民生

情怀。在融媒体时代，电视民生新闻的本质并没

有变，用平民视角着眼生活百态，既要紧扣民生

热点，呼应群众期盼，也要传递民生温度，弘扬

社会美德。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把“小民

生”和“大民生”有机统一。在媒体生态日趋复

杂，媒体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电视民生新闻栏

目只有坚守初心开拓创新，将做好新闻宣传和承

担社会责任有机统一，才能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

下继续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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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文、学原著、悟原理，明确主题和

框架。去年6月，接到任务之后，主创团队阅

读海量资料，学习相关原文、原著，从历次

重要讲话，历年“千万工程”现场会所做报

告，到多次重要批示，再到相关的理论书籍，

大家以两天为一个学习单位，深入理解、认

识、梳理。尤其是精读《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

——习近平浙江足迹》《习近平在浙江》（上、

下），从中获取灵感和启示。期间，相关领域

的负责同志和“千万工程”知名专家学者来

为团队开展座谈学习会，帮助我们从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中，寻找启迪、方向，也寻找思

路、题材。认识深化以后，三集纪录片的主

题和框架逐渐明晰起来，第一集《又见江南》

侧重生态环境整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第二集 《万物生长》 聚焦乡村产业

振兴，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第三集 《心安

吾乡》 关注精神家园建设，最后落点在中国

式现代化。

广调研、深采访、多琢磨，选取典型故

事。为了在短时间内对浙江农村20年的发展

蝶变产生具象感悟，团队分成 4 组，深入乡

村，跟随总书记的脚步，走遍浙江11个地市，

深入 100 多个村进行调研采访，并对其中 30

多个乡村深入蹲点，抓取典型示范和鲜活案

例。白天调研采访，晚上线上复盘讨论。当

时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是，下姜村、余村等

新闻报道的“网红村”，如何叙述才能不落窠

臼？恰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浙江省科技特

派员代表写回信的消息，我们马上深入寻找

线索，挖掘出习近平同志4次深入下姜村，为

村民带来“第101位”科技特派员的故事。于

是经过多方联系，下姜村有了新的“打开方

式”，片中呈现了俞旭平和白岩两代科技特派

员的传承故事。

凝聚小细节，点亮大变革。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崛起，发展速度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而粗放型的工业增长给

农村环境带来了压力，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情

况初显。讲“千万工程”顶层设计的时候，

片中通过一个语言细节来呈现这个大背景。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回忆，

时任省委主要领导经过100多天的调研之后感

慨：这种方式是“坐在垃圾堆上数钞票。”在

此背景下，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开

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总导演和

撰稿决定在片中放大“坐在垃圾堆上数钞票”

这个细节，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千万工程”

决策的思想原点，也把决策背后的人民情怀

生动呈现，获得了讲大道理所难以抵达的效

果。类似这样的细节，片中还有很多。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我们既找到了

叙述时代主题的粗壮枝干，也找到了它的丰

富枝叶。最终，纪录片 《千万工程》 拍摄记

录了大量的故事细节和素材，一个个小故事、

小细节，成为主题表达的生动着力点。

二、陪伴式记录，打开多元视角下的浙

江乡村

如果要从更广阔的视域感受“千万工程”

的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就要引入更多维的

观察视角。该片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人类学

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等方法。陪伴

式记录了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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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创客、乡村职业经理人、科技特派员等不

同身份角色在乡村的生活，并呈现了他们的

所思、所悟。

一是记录多种乡村“在地者”的切身感

受。在安吉鲁家村，村主任裘丽琴说，曾经

的鲁家村垃圾靠风刮，蚊蝇满天飞，全县卫

生考核倒数第一。开会被点名时，她恨不得

有一个地缝钻进去。现在的村道上要是有垃

圾落地，村民就“抢着捡起来”“紧紧拽在手

中”，她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千万工程”整

治前后村民心态的变化。在丽水陈家铺村，

新乡人先锋书店店长立夏在村里每天拍山上

的云不厌其烦。来村5年，在她看来，好像每

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作为原乡人的老支书鲍

根余，从一开始不看好书店发展，到后来把

书店看成自己的孩子，热情拥抱年轻人喜爱

的咖啡、诗歌等新事物。他们的生活让我看

到，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生活方式、新乡

土关系正在孕育。在舟山新建村，我们陪伴

式记录了开农家乐的袁家三姐妹买菜、备菜、

讨论新菜单的全过程，听他们回忆总书记的

故事。作为“千万工程”推进过程中回村发

展的返乡人，大姐袁婵娟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什么是好日子？现在就是好日子！这个是以

前想都想不到的。”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感受

到了发自肺腑的感恩之情。在桐乡油车桥村，

90后刘惠婷刚回乡创业时不被理解，现在已

经成长为十里八乡最能干的女农机手，成为

全村的骄傲。在她的身上，我深刻感受到乡

村万物生长的力量。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闪

耀着广袤乡野的蓬勃生机与光芒，它们也成

为纪录片 《千万工程》 爆款短视频的丰富源

泉。

二是呈现国际视角下的文化共情和中国

故事。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兰籍教

师玛格达夫妇用一本书来记录他们在中国乡

村的观察。在宁波宁海的葛家村，他们看到

在村庄一次次变美过程中，村民们的艺术创

造力得到了激发。有村民成了制作玩偶的能

手，也有村民在自己家里开起了美术馆。他

们还把成功经验带到了贵州和四川的乡村，

带领当地村民用艺术点亮生活。玛格达夫妇

惊讶于村民自身的改变，更被他们带动更多

人共同富裕的行动所感动。在杭州青山村，

德国设计师克里斯把中国传统非遗和现代艺

术相结合，设计出的作品获得了国际大奖。

他们不仅关心乡村环境的改变、生活的改变，

更关注人的变化、文化的发展。正如外文出

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在走访浙江

的很多乡村之后发出的感慨：“在浙江乡村的

调研旅途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它们都是生态

恢复和环境保护的典范。最重要的是，每一

个村庄都致力于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

意识。”此外，片中还穿插了联合国前副秘书

长兼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等外籍人士对中国乡村政策的观察和解读。

陪伴式记录、多维视角的观察解读，为纪录

片增加了厚度和广度。

三、多重叙事，纵深把握历史、当下与

未来

“千万工程”不只有现在进行时的各美其

美，也有改变之初的转型之难和20年时间跨

度之下的环境之变、观念之变。它贯穿过去，

现在和未来。如何深入挖掘“千万工程”的

经验、智慧和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更旺

盛的生命力？片中通过叙事方式和节奏的艺

术化把握，画面、同期声的精心编排，将

“千万工程”的内涵和意义逐步深化。

巧用资料画面，具象化呈现增强历史纵

深感。纪录片在“千万工程”的开端回顾中，

采用了珍贵的历史时政资料，在叙述政策背

景时，具象化呈现历史场景。这部分影像资

料求精不求多，两三处画面虽然在片中占比

极低，但斟酌仔细，精心布局，达到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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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成金”的效果。与此同时，为了展示不同

阶段浙江农村发展面貌，团队在集团媒资库

的历史影像中“冲浪”，寻找“前世今生”。

淳安下姜村、安吉鲁家村、萧山梅林村、余

杭小古城村、海盐青莲寺村、金华浦江村等

一组组农村变迁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在对

比叙事中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观众看到

“千万工程”带来的变化早已超越了生态环境

整治的起点。

情景演绎，交叉叙事，串联起过去与现

在。为了增强观众对农村故事的沉浸感和临

场感，纪录片 《千万工程》 在拍摄过程中用

到了情景再现的手法。比如杭州余杭小古城

村，通过情景再现“樟树下议事”环节，把

村里当初降围墙时经历的矛盾冲突戏剧性地

表现了出来。“狗养不牢了，鸡鸭都逃出去

了”“这么好的铜门拆拆掉，不可能同意的这

个事情”“不拆的，我想不好，不拆……”村

民们一次商量不成就两次、三次，外出看案

例，请设计师答疑，在情景演绎和采访的交

叉叙事中，片中情绪从刚开始的义愤填膺，

变为后来的握手言和，乡村治理的基层民主

实践有趣再现。看到这一幕，观众能体验到

“追剧”的爽感。

以金句穿针引线，画龙点睛，让思想更

加亲切可感。“千万工程”20 年来，经历了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村精品，万村美

丽”“千村未来，万村共富”三个迭代的阶

段，如何把厚重的历史脉络轻巧灵动地串联

起来，让“千万工程”这一宏大实践更加可

感可及？团队试图通过总书记的金句串联起

思想画卷。不管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指引着“千万工程”不断深化，还是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粮

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做好战略擘画，金句原声

让思想的深邃力量直抵人心。又如，“乡愁是

什么意思？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

个地方。”“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

的事。”让作品在理论论述和故事呈现之外，

带给观众更多的思想启迪和情感共鸣。

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是广播

电视从业者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承担

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职责，也是主题型纪

录片创作面对的课题和挑战。处理好小与大、

内与外、旧与新的关系，把宏大叙事与百姓

故事结合起来，是纪录片 《千万工程》 团队

的探索与尝试。全国两会期间，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评价该片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荧屏形象化教材”。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在论述

“创新理论传播”时提及纪录片《千万工程》。

这些肯定都是对创作者的莫大鼓舞，也鼓励

我们继续沉下心，创作更多记录时代、感动

人心的作品。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新平

台）视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