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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停摆许久的电影院迎来了

“解封”的好消息。此前，很多院线电

影受疫情影响迟迟无法上映，网络电影

也因此迎来了一个井喷式发展期。题材

丰富的网络电影填补了观众的观影需

求缺口，网络电影愈发朝着专业化、类

型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军事

题材的网络电影同样不断涌现，在制作

思路、内容选材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

破。

无论是院线电影，还是网络电影，

军事题材电影始终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的重要载体。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深得观众的喜爱。今年年

初以来，多部军事题材的网络电影一经

推出，就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热度。军

事动作题材网络电影《狙击手》上线

后，三天的网络观影人次超过270万。

惊险紧张的救援行动、枪林弹雨的激战

场面，给观众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也表

达了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特战题材网

络电影《灭狼行动》以打击边境犯罪为

故事背景，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宏

大震撼的爆破场面、拳拳到肉的近身搏

击，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影片同样

获得了不俗的网络播放量。

国际军事斗争形势的复杂多变，部

队遂行抢险救灾、国际维和、远洋护

航、国际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

多样化，为军事题材网络电影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空间。《捍战》《狼群行动》

《猎鹰突击》 以打击恐怖、贩毒、走

私、绑架等犯罪活动为故事主线，《特

种兵王3战天娇》更将女特种兵与摧毁

国际贩毒团伙的任务联系了起来。

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为军

营生活带来新变化，也为军事题材电影

创作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兵王传

奇》关注的是新时代军队里年轻士兵的

成长，主人公李云龙初入军营时是崇尚

个人英雄主义的“刺头新兵”，经过部

队的摔打磨练后逐渐成长为“一代兵

王”。影片聚焦现实军营，展现了部队

的日常训练，剧中人物的成长历程带给

人们以启示，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

《穹途漠路》以写实的手法展现基层官

兵的工作生活，讲述了在沙尘暴中迷路

的骑行者与运送物资的官兵相遇的故

事。影片剧情内敛而温情，观众能够感

受到中国军人在高原荒漠的恶劣环境中

坚守信仰、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此

外，今年还有《狼鹰》《雪豹之虎啸军

魂》等多部军事题材电影在网络平台上

热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彰

显了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和担当。

从近几年的军事题材网络电影来

看，《士兵的荣耀》《狂战》《巅峰营

救》，以及《特种兵王》系列作品在网

络电影市场上树立起鲜明而独特的军事

题材标志，不断提升的电影品质也越来

越受到大众的认可。热血燃情的实战场

景、守护和平的正能量主题、紧凑流畅

的叙事节奏、有信念有血性的英雄形

象，符合网络受众的观影口味。

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军事题材网

络电影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在普及国

防教育、激发爱国情怀、树立中国军人

光辉形象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观

众也期待看到更多制作精良、思想精深

的军事题材网络电影作品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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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忘记长津湖战场上长
眠的烈士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国之
栋梁。”聆听志愿军老战士的殷切嘱
托，感悟爱国英雄崇高的精神品质。
获得第 29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纪录片奖的 《冰血长津湖》，将镜
头对准了志愿军老战士，通过他们情
真意切的讲述，探寻抗美援朝战争中
的红色印记，真实记录一段不可磨灭
的战争往事。
《冰血长津湖》 主要记录了抗美

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兵
团和号称美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及
南朝鲜军在朝鲜的长津湖地区展开
的一场激战，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乃
至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长津
湖之战。这场战斗长达 20多天，残酷
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因为极度
寒冷，很多重型武器失灵，大量人员
冻伤。纪录片通过这场规模宏大的战
役，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当年志愿军
抗美援朝的战争史实。影片以志愿军
老战士的追忆和描述为表现主体，结
合人物采访、影像资料展示等方式，
从平实朴素的角度再现了朝鲜战争中
志愿军将士历经艰难险阻、突破生死
绝境的感人壮举。这些志愿军老战士
是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一部
部写满爱国主义的“教科书”。纪录
片拍摄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百岁
左右，有的人已经躺在病床上，连说
话都较为吃力，一些故事只能由他们
的儿女代为讲述，但当他们用颤巍巍
的右手敬军礼时，每一位观众都能
够 感 受 到 他 们 身 上 涌 动 的 爱 国 热
血。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也是朝鲜北部最寒冷的地区之一，这
里常年低温，林木茂密、人烟稀少。
1950年 12月，在接近零下 40摄氏度的
恶劣天气中，20军 59师 177团 2营 6连
奉命埋伏在距长津湖 2公里处的死鹰岭

上，紧紧扼住了美军撤出长津湖的生
死要道。全连官兵坚守阵地，以战斗
姿势受冻牺牲，成为一尊尊巍然屹立
的冰雕。在寒冷面前，志愿军官兵选
择死守战位，即使在严寒中牺牲，也
要保持好战斗状态，这就是让美军闻
风丧胆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一代
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这种向死而生的
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的伟
大气概。纪录片用镜头捕捉到这些惊
心动魄的战争画面，直击观众柔软的
内心，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极具
感染力。

通过纪录片的镜头我们看到，志
愿军将士穿着单衣薄衫，吃着炒面雪
团，使用简陋武器，冒着敌人的强大
炮火和密集弹雨，以无所畏惧的牺牲
精神和钢铁意志，潮水般地向敌人发

起冲锋。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用惨痛代价换来的。志愿军
第 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付出了巨大的
牺牲。长津湖之战作为著名战例和钢
铁意志的象征，在世界战争史上立起
了一座丰碑。志愿军虽然在此役遭受
巨大损失，但他们以不屈不挠的进
攻，给敌人以沉痛打击。通过纪录片
的镜头，观众心中涌起的是无边的震
撼和感动。

纪录片的整体风格雄浑悲壮，在
每一个故事中观众都能感知到人民军
队为保家卫国而赴汤蹈火、勇于牺牲
的高贵品质，体会到一往无前、勇敢
战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官兵永不放弃
自己的阵地，直到冻死在战壕里，他
们依旧匍匐在地，保持着伏击与准备
冲锋的姿态，可谓是志愿军战斗精神

与钢铁意志的生动体现。这种震撼人
心的场景，就是“谜一样的东方精
神”最好的诠释。

70年过去了，记忆覆盖了尘封的
碧血，岁月吹散了长津湖的硝烟。面
对朝鲜战争中最悲惨、最壮烈的长津
湖战役，纪录片观照史实，制作团队
用老兵回忆的镜头拍出了带有悲壮和
震撼人心的画面，传递出了当时战争
的残酷与现代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在纪录片 《冰血长津湖》 的镜头中，
每一名在长津湖冰天血地里战斗过的
中国军人，都是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

图①：纪录片 《冰血长津湖》
海报。

图②：“和平万岁”抗美援朝纪念
雕塑。

纪录片《冰血长津湖》追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壮烈搏斗，讲述志愿军将士浴血奋
战的英雄故事——

回望永远的精神财富
■杨健江

不久前，电视剧 《一个都不能
少》在各大平台火热播出，这是一部
聚焦当下脱贫攻坚战的现实主义题材
剧，讲述了我国西部某地的贫困村焉
支村合并到本县最富裕的村庄丹霞村
后，两村村民逐步摒弃嫌隙，共同致
富的故事。整部电视剧将如何帮助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的老问题和新农村如
何实现乡村振兴的新问题相结合，具
有较强的问题导向。

剧中，焉支村是一个地质灾害严
重的贫困村，它的情况在我国也并非
个例。尽管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和人口
的绝对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但由于某
些特定区域地质灾害严重，当地居民
的人身安全依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房屋建设等多
方面经济生活也受到严重危害……这
些都成为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
难点和堵点。

考虑到焉支村的实际情况，上级
决定将焉支村整体合并到本县最富裕
的丹霞村，通过一对一、点对点的精
准帮扶，力争摘掉焉支村的贫困帽子。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顺
利，一系列困难接踵而至：焉支村的
村民故土难离，对于搬迁显得极不情

愿；另一边，丹霞村的村民对于这么
一群“外来户”也极不愿意接收……
种种原因导致易地搬迁工作异常艰辛。

好不容易克服了重重困难，合并
后却又要面临新的问题：搬迁后的焉
支村村民水土不服，无法融入新的集
体；丹霞村村民看不惯“游手好闲”
吃白饭的外人，内心充斥着极强的
“排外”心理……这也形成了虽然住在
一个村却是“两家人”的尴尬局面。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重重困难并没有难倒两村村委干
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脱贫
攻坚战——首先建起了新型村居，并
带领大家科学种植和养殖；同时重新
开发石头城，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大力宣传丹霞村古老文化，新的剧院
应运而生……终于，两村实现了从
“三产合一”的整体上提升村民的生活
水准和精神文化水准的目标。与之同
时，丹霞村也转型升级为“文化产
业”新模式示范村。

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坚持现
实主义题材创作方向，将当下大热
的“生态移民”“生态旅游开发”
“大学生回乡创业”等众多要素融汇
其中，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全
新的中国新农村。通过讲述脱贫攻
坚取得的丰厚成果，展示出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的坚定决心。

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

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胡建厚 孟令浩

近年来，中国的进步和变革令世界
瞩目，同时中国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世
界。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聚焦中国
不同行业的普通奋斗者，展示他们为国
家及世界作出的贡献。他们之中既有解
决粮食短缺问题的杂交水稻研究人员，
也有远赴非洲援助的中国医疗专家，还
有自发清理近海垃圾的海洋义工……默
默奉献工作的一个个平凡个体书写了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这部系列短视频由国务院新闻办
对外推广局、湖南省政府新闻办特别指
导，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支持，播出后获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广泛
好评，并引起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密切关
注和讨论，多次被转载播放。

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共有《稻
田梦想家》《“幽灵粒子”捕捉者》《医者仁
心》《绿色造梦师》等 15集内容，每集时

长大约 10分钟左右，符合当下年轻观众
碎片化的观看习惯。如何在短时间内拉
近普通观众和故事主人公之间的距离？
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准确表现
中国为建设美好世界所作出的贡献？《闪
耀的平凡》在叙事视角和叙事手法上进
行了积极探索，选择的内容更加注重贴
近观众的兴趣点，并与新时代中国发生
的新变化紧密关联。节目通过以点带
面、以小见大的方式，让观众体会到个人
奋斗与国家发展的深度关联，感受到中
国与世界携手同行、共享发展成果的理
念，从而全面、真实、立体地向世界展示
中国形象。

短视频以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作为
叙事主体，邀请来自美国和新加坡的两
位外籍嘉宾担任观察员，亲身体验不同
行业真实的工作现状。节目打破了传统
的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将话筒递给了

两名外籍主持人，通过把外国人“请进
来”的方式，由他们带领观众去认识奋斗
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通过纪实影像直
观地表现勤劳智慧、坚毅奉献的中国普
通奋斗者群像。在《稻田梦想家》中，外
籍嘉宾来到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的中国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走进田
间地头和实验室，结识了工作在一线的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人员。水稻栽培师李
建武常年在炎热的稻田里测试和试验数
以万计的杂交水稻品种，湖南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致力于杂交水
稻抗体的研究，杂交水稻海外推广经理
刘法谋与很多国家的人民分享杂交水稻
技术……“杂交水稻诞生于中国，但它属
于全人类”，研究人员无私奉献的初心感
动了前来参观的外籍嘉宾，也同样感动
了观众。“中国拥有世界 7%的可耕地，却
养活着世界 22%的人口”。研究人员向

外籍嘉宾阐释了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对全
世界的重要作用。节目将宏观的主题用
图片、数据、影像、人物采访等具体细节
呈现，更容易激发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提
升价值认同，同时通过外籍嘉宾的解读
客观而真实地描摹出中国与世界共同发
展的积极意义。

在系列短视频中，外籍嘉宾的体验
足迹遍及中国在科技创新、精准扶贫、网
络直播代购、环境保护、农业科学、天文
科学、援外医疗等方面的多个领域，通过
与这些奋斗者们的采访交流，两位外籍
嘉宾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的感悟，同
时他们也在不断与观众分享自己的感
受，以点带面地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成果
和文化繁荣。他们走近古都西安的文创
青年，探寻中国年轻艺术家如何创造性
地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采访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的编织匠
人，探寻中国匠人如何为传统手工艺注
入新活力；与海外创业的中国小伙交流，
探寻中国的创业者如何在异国他乡发展
事业惠及当地……通过中外文化的交
流，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使海外观
众了解的中国故事变得更加真实鲜活，
从多个领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讲述正在发生
着的中国故事，让海内外观众读懂真实
的中国，是这部系列短视频所要表达的
主旨意义。

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正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
从细微处捕捉普通人的奋斗经历，从小
切口彰显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的大主题，用外籍嘉宾的体验式叙事审
视中国的新面貌新变化，为传递中国声
音、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发挥出积极
作用。如何让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更具感
染力和说服力，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
凡》做出了较好的尝试。

左上图：《闪耀的平凡》海报。

系列短视频《闪耀的平凡》——

独特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张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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