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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微电影《大国长剑之梦》剧照 邢国庆摄

日出东方之时，启蒙老师朱五阿公
指着天地间的一道光线，告诉八岁的九
满伢子，那是一根挑得起天下粮米的
“扁担”，需寻八字“真经”得此扁担，便
可填饱天下人的肚皮! 并教给他第一个
字——“实”，即“老实”的“实”，“诚实”的
“实”，“真实”的“实”……3月中旬以来，
由中央电视台、湖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
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在
央视综合频道热播，很多党员和群众纷
纷表示，从剧中可以汲取到丰富的精神
营养，感受到刘少奇的人格光辉。

这是一部展现革命先辈形象、传递
红色主旋律的人物传记类电视剧。全
剧以刘少奇同志真实的人生故事为框
架，分为“少年立志为国”“工运初露锋
芒”“白区大展身手”“抗日独镇一方”和

“解放领袖群伦”五大篇章，全景式展现
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跌宕起伏的革
命征程、自强不息的民族力量、艰苦奋
斗的国家建设。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刘少
奇同志念兹在兹的“卫黄保华”就是其
初心和使命的写照。剧中，刘少奇经历
了错综复杂的困难，遇过险境、进过牢
笼，但他始终坚定信仰，听党指挥，无私
无畏，胸怀大度，经受住了一次次生死
考验，做到了一生与党、国家和人民风
雨同舟、患难与共。

从一个怀着悲悯之心的少年成长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过程也是刘少
奇同志人品、政品淬炼的过程。比如，
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白色恐怖横
行的北方局，领导地下革命工作，肩负
起最危险的任务，彰显出了共产党人勇
于牺牲奉献的高贵品质。在安源路矿
工人大罢工中，当工人们与持枪士兵僵

持，刘少奇跳上椅子，眼含热泪向士兵
喊话劝告，把矿方的所作所为以及双方
大动干戈将会导致的后果一一列举，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面对刘少奇有理有
据的劝说，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新中
国成立后，面对国内经济困难的局面，
他日夜操劳，坚持前进冲锋、开拓创新，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今天广大
党员不惧困难、坚定前行。
“学习、学习、再学习”，是刘少奇同

志一生秉持着的精神。剧中，少年刘少
奇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着迷，棉鞋被
炭火烧着了才发觉。在带领部队越过日
伪封锁线进行反扫荡的战斗中，他仍然
一路跋涉一路读书。在苏联学习期间，
虽然经常吃不饱，他依然系统学习了《共
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
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每天读
书、写作到深夜，每当遇到重要的问题，
他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

“今天总算回来了，却看到乡亲们
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搞成这个样
子，我是有责任的，我要向乡亲们承认
错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对
不住了。”电视剧第一集中，时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过得不
好，有的甚至依旧在挨饿，他几次鞠躬
致歉。他从未忘记自己青年时代就树
立的要拯救祖国和人民于危难之中的
远大志向，始终两袖清风，始终把人民
冷暖放在心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探索中国特色的自救道路，
最终寻得“实事求是、每求真是”的八字
“真经”，并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深爱的
祖国和人民。

此外，该剧还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珍贵史料和生活细节，让观众透
过荧幕看到，刘少奇不仅是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而且也是一位和蔼的父亲、温
情的丈夫。“涛涛一口、丁丁一口，然后爸
爸一口。”延安时期，正身患重感冒的刘

少奇，坐在窑洞门口为两个幼子喂饭；妻
子何宝珍牺牲后，刘少奇寻找妻子遗物
却一无所得，最后失声痛哭……这些都
使刘少奇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有
血有肉，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一位共产党
人的平凡与伟大。

从刘少奇故里的牌楼进入，沿着苍
松翠柏掩荫下的百级台阶拾级而上，是
绿树环绕、花团锦簇的刘少奇同志铜像
广场，每年都有很多群众自发来到这
里，表达对伟人的深切缅怀之情。“九满
哭纸”“刘九书柜”“借光读书”等一个个
真实故事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深深感动。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通过全
景展现共产党人刘少奇不平凡的人生
历程，再现了他忠诚担当的一生、学习
求索的一生、勤政务实的一生、清正廉
洁的一生。让我们透过荧屏，穿过沧桑
岁月，走近刘少奇的人生历程，共仰他
的人格光辉与崇高风范。

图片制作：孙 曦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

闪亮的人格光辉与精神风范
■刘晓晗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的日
子里，一部展现人民海军壮阔航程的
微纪录片《航迹》在中国军视网、腾
讯、爱奇艺等平台发布后，让观众很
快了解到人民海军的成长足迹。在炮
火中诞生，在发展中壮大，微纪录片
《航迹》以明快的节奏、动人心魄的场
景重现了人民海军的 70 年征程。“很
精彩，值得一看”“祝福我们的海军走
向深蓝”……网友的留言充分体现出
他们对人民海军的自豪感，以及对这

部纪录片的欣赏。
微纪录片《航迹》聚焦人民海军

的发展脉络，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和
影像，系统回顾了人民海军在发展壮
大中的重要节点。在第一集《东方诞
生》中，军事专家尹卓解答了“一个
国家为什么要驶向大洋”的问题。中
国作为一个海洋经济大国，必须要有
强大的海军维护安全利益。走向远
海、走向远洋，这是人民海军的历史
使命。1949年 4月 23日，原华东军区
海军领导机构在白马庙乡成立，人民
海军从此诞生。海权握，国则兴。海
权无，国则衰。从艰难起步，到现在
航迹延伸全球，人民海军一直在奋勇
前行。在第二集《初露锋芒》中，一
江山岛参战老兵林烈解读了人民海军
在组建之初遇到的人才和装备问题。
初创时期的人民海军就经历了战火的
洗礼，在万山海战、解放一江山岛等
战斗中，人民海军为解放沿海岛屿、

突破海上封锁、维护领海主权等方面
发挥巨大作用。1971年，由中国自行
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
舰”正式服役……人民海军逐步在太
平洋的西岸铸成“海上长城”，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第三集《走向深蓝》为
观众展示了人民军队在新时代取得的
成绩，深蓝的航迹凝聚了 70年人民海
军不懈奋斗的历程。原青岛基地第一
任司令员姜德廷、原 846 舰副舰长王
松年，以及坚守战位的海军官兵对着
镜头倾诉心声，代表了几代海军官兵
坚守的同一个梦想——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海军。

微纪录片《航迹》是近年来海军
题材中回顾海军发展历史的精品之
作。随着 《这是人民海军》《舰证》
《中国海军 24 小时》 等微视频的涌
现，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海军扬帆起航
的风采，也为国家军事实力的日益增
强感到骄傲。

微纪录片《航迹》——

向海图强的深蓝足迹
■李元彬

微纪录片《航迹》剧照

初入军营的新兵总喜欢问：“你为
什么来当兵？来到部队你想做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对于医科大
学毕业的田松叶来说，他有一个手握大
国长剑的梦想，那就是触碰到威震苍穹
的导弹。然而，在新兵下连时他被分到
了卫生队。梦想与现实遭遇碰撞，他会
怎么选择呢？由火箭军某旅历时一个
多月拍摄的微电影《大国长剑之梦》，为
观众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与梦想、选择
与坚守的成长故事。

微电影《大国长剑之梦》采取倒叙
的手法，在旅“强军夜话”广播中，当主
持人问田松叶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大国
长剑梦想时，身为卫生员的田松叶迟
疑着从他刚入军营的故事讲起。大学
期间，他看到电视上国庆阅兵时的导
弹方阵，便深深迷上了大国长剑。毕
业后，他幸运地来到火箭军当兵。面
对日复一日的队列训练、叠被子、打扫
卫生，他曾有过迷茫，但为了大国长剑
梦想，他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朝着梦
想努力奔跑。一组快节奏的训练镜头
下，观众看到了田松叶的执着和刻
苦。但下连后进入卫生队，田松叶对

当初的选择产生了质疑。离开岗位跑
到发射分队看实装操作训练，对待病
号态度敷衍，他觉得卫生队没有他的
梦想。卫生队队长用心劝导他，“导弹
操作号手受伤了，如果你能及时救治，
让他们迅速回到岗位把导弹发射出
去，这和你亲手发射导弹有什么区
别？”这让田松叶陷入了沉思。队长又
送给他一个《我身边的共产党员》纪录
片光盘。田松叶从光盘中看到了“十
大砺剑尖兵”陈学东、炊事班班长徐帅
等人的事迹。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着不平凡的事情，给田松叶带来思想
上的触动。微电影的最后，田松叶在
保障体能考核时有效救治了一位导弹
操作号手，帮助他回到营队顺利完成
实弹发射任务。由此，田松叶找到了
实现梦想的另一种方式。

秉着“拍出兵味来，拍出思想来”
的理念，拍摄团队精心策划剧本，以田
松叶的心理变化为主线，用连队的训
练生活作为渲染，每一个角色都是本
色出演，很好地表达出“每个平凡的岗
位都能实现不平凡的梦想”这一主
旨。微电影导演侯禹介绍说：“不少新
战士都会经历一段军旅的迷茫期，故
事中的小田只是一个缩影，希望通过
这部微电影，让大家能有所收获，走好
自己的军旅路。”

微电影《大国长剑之梦》——

梦想这样实现
■赵丽丽 夏董财

现实题材军旅剧在中国电视剧市场

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像《突出重围》《士兵

突击》《舰在亚丁湾》《陆军一号》《火蓝刀

锋》《第五空间》《我是特种兵》等播出后

就掀起极高的收视热潮，成功吸引了青

年群体的目光。好的现实题材军旅剧离

观众很近，不仅展现出我军官兵的时代

风采，描绘强军征程，还用新的内涵和视

角聚焦部队基层建设，采取电视剧艺术

的表现手法，告诉观众“现在的军队在干

什么”，让很多年轻人找到学习的榜样，

做出了参军入伍、献身国防的人生选择。

然而，从今年1月份至4月份的中国

电视剧市场来看，除了一部电视剧《有一

个地方叫马兰》和几部抗战剧外，新的现

实题材军旅剧偏少，这也让很多观众对

这类电视剧抱着深深的期待。

进入新时代，我军的职能使命、发展

模式、武器装备、官兵精神风貌等方面都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为现实题材军旅剧的

内容提供了更为新鲜的元素。随着改革强

军进程的不断深入，实战化训练氛围更加

浓厚，“跨越”“机动”“天剑”“金头盔”等演

训具有鲜明的军兵种特色，陆、海、空、天、

电多维演兵场上的实战化训练对军队电视

艺术工作者的创作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

战。如何凸显“练兵打仗”这一核心命题、

密切关注青年官兵成长、塑造青春热血的

人物形象，需要创作者深入部队基层潜心

耕耘、充分挖掘当前部队官兵的精神内核。

虽然现实题材军旅剧在今年前期的

电视剧荧幕上数量较少，但从目前的开

机发布会、预告片、宣传预热报道中我们

可以看到，现实题材军旅剧的创作一直

在路上，一大批充满青春阳刚气息的新

时代部队官兵形象正向观众走来。

从将要上映的现实题材军旅剧来看，

很多作品贯穿了英雄主义主题和浪漫主义

情怀，都是值得我们翘首以盼的作品。已

经杀青的电视剧《伞兵魂》，讲述了空降兵

某特战旅组建蓝军分队、锻造特战利刃、出

色完成各项任务的故事。据了解，为了让

作品充满新鲜感和真实感，这部电视剧用

了三年时间筹备，创作团队反复修改剧本，

多次深入基层部队体验生活。《精兵劲旅》

以95后年轻人参军入伍的成长经历为主

线，从靶场班到红三连、从红三连再到蓝军

野狼突击队的蜕变让该剧极具看点，反映

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理念、新

发展、新变化和新成绩。在《毕业了，我们

去当兵》中，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火箭

军，在连长、兵王等铁血军人的言传身教

下，他们历经沙场洗礼，最终成为优秀的导

弹兵。该剧导演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希望

这是一部展现什么是真正军人的作品，让

年轻人看了更喜欢军人，有想去当兵的冲

动。《尉官正年轻》剧组为了让演员能够打

好基础、演好角色，特意安排主创和演员们

走入军营进行军训。

现实题材军旅剧从当前的军旅生活

入手，需要创作团队从改革强军的实践

中找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素材，从题材创

意、主题立意和叙事角度上多维度展现

部队发展的壮阔征程和官兵的青春风

采，期待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军旅剧能

够尽早出现在荧幕上，受到部队官兵和

人民群众的喜爱，为中国电视剧市场注

入阳刚的青春活力。

期待现实题材军旅剧佳作频出
■齐修众 杨普森

在我们身边，总有很多真实可触的
故事，在镜头的捕捉下带给人温暖的感
动。正在山东卫视播出的新时代生活日
记节目《此时此刻》，采用固定地点 72小
时不间断记录的拍摄手法，展示社会生
活中平凡人的点滴经历，让观众看到了
新时代里很多人的成长足迹。

生活有百般滋味，传递正能量是节
目《此时此刻》的内核，“体会人间万象，
感受生活温度”是节目的主旨。节目的
近几期都是以青春为话题，观众能够感
受到青春的力量。在《把青春献给海疆》
中，节目组走进位于山东半岛威海湾内
的刘公岛，最先采访的是驻守在这里的
某海防连官兵。中士张昭从刚进入军营
的 3公里跑、拉单杠、手榴弹投远等课目
都不及格，到入伍 7年两次荣立三等功、
获得“神炮手”称号，在这里找到了人生
的方向，“这里有我的梦想，我愿意在这
里奉献我的青春。”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军
人的坚守。还有老班长鲍二中、排长刘
宗原等，他们的青春在守护海疆中迸溅
出最美的浪花。在刘公岛上，还有很多
不同职业的群体。刘公岛国家森林公园
饲养员曲文颖默默守护生活在这里的梅
花鹿，19岁的王华涛在森林消防队里找
到了青春的责任……画面中，夕阳的余
晖洒落在沙滩上，海浪拍打礁石，观众更
加能理解青春的内涵。在《青春：在冰雪
中绽放》中，节目组走进黑龙江省冰上训
练基地采访了冰场上的冰雪小将们。15
岁的王贺蕾孤身一人从山东来到黑龙
江，走上国际赛场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
17岁的李鸾峰通过努力训练，想让自己
的实力更强；15 岁的曹颀靖渴望参加
2022年冬奥会，为国争光……每个人都
在用汗水浇灌脚下的冰场，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站在领奖台上。也许追梦并不
容易，那些曾经滴下的汗水和流下的泪
水，最终会成为难忘的回忆。这就是冰
雪中绽放的青春力量。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最美丽的梦想和
青春，新时代生活日记节目《此时此刻》
让观众在生活的涓涓细流中遇见感动，
在成长道路上找到青春的印记。

生活日记节目《此时此刻》

彰显青春力量
■商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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