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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
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成功 40 周年。
为纪念这一伟大壮举，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制作 10 集电视纪录片《为国铸
剑》，于 11月 9日至 20日在中央电视台
国防军事频道播出。该片生动记录了
东风系列导弹的艰辛研发过程，揭秘
了我国尖端武器和航天事业走向辉煌
的背后故事，一经推出便备受关注。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强
敌环伺，亟须维护国家安全的“撒手
锏”，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东
风五号应运而生。纪录片《为国铸剑》
生动反映了这一艰难研发历程。

丰富的历史文献将研发背景真实
还原。东风五号研制发射是一项系统
工程，从工程立项到全程试验成功，
前后经历了 15 年的时间，涉及单位
多，历史跨度大，信息纷繁复杂。纪
录片创作者从参与研制、发射、测
控、回收的单位搜集相关资料，最大
限度地还原东风五号的研制背景和试
验过程。

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将科研场景
一一再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拍
摄手段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拍摄记录了包括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东风五号等多型导弹火箭
发射试验的影像资料。这些珍贵影像
资料为制作《为国铸剑》纪录片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

亲历者的真诚讲述生动展现了试
验的故事。为了深入探寻任务细节，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千方百计寻找当年东
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东风五号
任务的组织者、关键岗位操作者、指挥
员等亲历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深入采
访，拍摄了约 6000 分钟（约 5000GB）的
高清素材，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
手材料，为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性和
历史文献价值奠定了基础。

二

纪录片《为国铸剑》总体上按照

时间顺序叙事，同时采用倒叙、插叙
等方式，除了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
还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感人至深的
故事。

当年，因为技术原因，产品性能不
稳定，试验任务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东风三号多次发射失败；东风四号两
进两出发射场、再发射后在空中爆炸
自毁……这些均是首次在影视作品中
系统地向公众呈现。纪录片真实还原
了这些航天大事件中的曲折过程，在
给人以强烈震撼的同时，也让观众感
受到航天辉煌成就的来之不易，感受
到尖端武器试验背后的巨大风险。

为了搜索东风三号导弹残骸，年仅
21岁的战士李再林把青春永远定格在
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42年前在弹头搜
索任务中失踪的18岁战士张小维，如今
仍然没有寻找到遗骸；落区测控技术人
员张长文和爱人谢秀玉，跟儿子从出
生到上大学只见过 4次面，谢秀玉还因
积劳成疾，年仅 56 岁就永远留在了大
漠……类似这些催人泪下的故事，片中
还有许多。

三

大漠立丰碑，戈壁洒热血，青春
撼大漠，生命献伟业，英雄铸基石，
尖兵啸长空，长剑护神州……《为国
铸剑》反映的既是东风系列导弹和运
载火箭的研制史，也是一部航天人践
行初心使命、为国铸剑、刻苦攻关、
不懈追求的奋斗史。
“任务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

事再大也是小事。”为国铸剑，早日研
制出共和国的“和平盾牌”，是上一辈
知识分子报效国家最有力的方式。全
片最让人动容的正是老一辈革命者最
朴实无华、真挚无私的家国情怀。这
种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已经化作他们的
行动自觉，流露在一言一行中：“我们
所从事的事业和共和国紧密相连”“我
付出再多，共和国不会忘记”“有了共
产党才有我”“把自己的成就和生命，
融合到国家的任务里头去，只要国家
富强了，我们就荣光了”……一句句

朴素的话语，展露出的是他们不平凡
的精神世界。

导弹系统庞大复杂，要想拥有最
核心、最尖端的技术，必然要承受最难
挨、最艰巨的考验。“地表温度 60 多摄
氏度，压缩饼干根本没办法吃了，搁在
嘴巴里，把嘴巴里面所有的水全部吸
干……”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
的导弹残骸搜索回收人员执行任务时
最常遇到的现实困难。老一辈航天人
用热血和汗水熔铸起守护神州的国之
利剑，为国家后来的建设发展提供了
强大支撑。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他们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
许连家人都未曾知晓，但他们的功绩
必将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航天史册
里，熠熠生辉。

今天，老一辈革命者战天斗地、
为国铸剑的誓言仍然萦绕在耳边。纪
录片《为国铸剑》的播出，必将点燃
更多中国人的追梦激情，创造出新的
骄傲与辉煌。

上图：纪录片《为国铸剑》中呈

现的东风五号发射场景。

电视纪录片《为国铸剑》——

再现航天记忆中的不朽丰碑
■奉青玲 张立新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的日子里，《为了和

平》《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从多个

视角回顾抗美援朝历史，弘扬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向观众呈现了志愿军

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激荡起中

华儿女深沉的爱国情怀，在社会上引

发热烈反响。

这些纪录片向大众再现了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历史瞬间，揭示了抗美援朝精

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为了和平》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

时段播出后，各大卫视纷纷跟进播出，备

受瞩目。这部纪录片从小切口入手，采

取史论结合、故事表达的方式，从正义担

当、殊死较量、血性迸发、英雄赞歌、万众

一心、伟大胜利6个部分，揭开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历史图景，充分展

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

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20

集的大体量全景式呈现抗美援朝战争。

该片通过对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采访、百

余件抗美援朝文物的展示、多份珍贵档

案电报和历史影像画面的首次公开解

密，使观众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6集纪录

片《英雄儿女》、北京卫视播出的纪录片

《英雄》、辽宁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纪录片

《不朽的丰碑——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

故事集》、东方卫视播出的纪录片《不朽

的英雄赞歌》……这些纪录片聚焦志愿

军英雄和功臣集体，致敬“最可爱的人”，

让观众感受到热血铸就的英雄气节和爱

国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

高品质创作和全媒体传播让这些纪

录片更好地为英雄留像立传、为时代铸

魂励志。清川江大桥保卫战、长津湖战

役、松骨峰阻击战等抗美援朝重大战役，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通

过纪录片的真实再现，唤起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纪录片《为了和平》是创作团

队从近400份档案资料和历史图片、150

分钟的胶片资料中整理而来的内容。正

是每一名纪录片的创作者怀着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对上百位志愿军老战士进

行的“抢救式”采访，对搜集到的海量素

材进行艺术加工，才打造出激荡情感、提

振士气、铭记英雄的匠心之作。抗美援

朝精神在跨越时空中历久弥新。这些纪

录片立足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历史，凭

借厚重丰富的内容和细致扎实的制作品

质赢得观众，在电视荧屏和新媒体平台

献映后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传承爱国主

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鲜活教

材。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抗美援朝题

材的纪录片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

穿透力重温浴血荣光的历史，唱响英雄

赞歌，激励中华儿女继承和弘扬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不惧风险挑战，锐意开拓

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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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之际，人民网联合军
事科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
单位推出军史讲述栏目《解码：文物背后
的抗战史》，从一件件文物切入，揭开抗
日战争中那些闪耀军史的经典战例，讲
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故事，并对抗战
精神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和阐释，使文
物背后的抗战史立体厚重起来，让观众
深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英雄气概。

每一件文物上都镌刻着血与火的历
史记忆。《解码：文物背后的抗战史》聚焦
百团大战的奖章、侵华日军使用的细菌
炸弹、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白求恩使
用过的止血钳等具有特殊历史印记的抗
战文物，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该
栏目每集用 5分钟左右的时间充分挖掘
文物背后的故事，用严谨而丰富的史料
佐证相关的历史事件，以此铺展开中华
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画卷。
该栏目在人民网等网络平台播出后，赢
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在第三期视频
《平型关的特殊战利品》中，日军 38式步
枪、92式步兵炮、军刀等平型关战役中
缴获的日军战利品实物，见证了全面抗
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首次胜
利。在历史影像、图片等资料的呈现中，
观众看到了平型关地形的险要、八路军
将士英勇奔赴战场的身姿。在党史军史
专家的阐述中，平型关大捷这段历史变
得更加鲜活生动。

一物胜千言，抗战文物成为连接历
史和现实的纽带。该栏目把文物作为
一个线索，在回顾抗战历史的基础上，

以故事和评论为主，重温革命先烈用热
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战精神。左权牺牲
前使用过的转轮手枪，伴随他开赴华北
抗日前线，见证了我军高级指挥员与广
大基层指战员在第一线生死与共、不怕
牺牲的优秀品质。被抗日民族英雄张
自忠的鲜血染红的血石，凝聚着英雄
“我以我血荐轩辕”“我死则国生”的不
朽精神。

在第二期视频《杨靖宇的印章》中，
一枚铜质狮纽小方印在纸上留下阳刻隶
书“杨靖宇印”四个字，串联起人们对这
位抗日将领的追忆。杨靖宇牺牲后，他
的遗体被日军解剖时发现，胃里没有一
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在追溯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程中，展现了周
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等东北抗联将士的
战斗经历和崇高气节。

铭记抗战历史，倾听文物背后的故
事。军史讲述栏目《解码：文物背后的
抗战史》走进历史深处，将故事性、思想
性和知识性相结合，力求把文物所关联
的历史事件、英雄事迹叙述清楚，使观
众以文物为媒介，感受当年抗日战场上
的硝烟弥漫，体会英雄们为国家和民族
浴血奋战的热血情怀。能战方能止战，
该栏目不仅仅是在回忆历史、缅怀先
烈，更是在警醒后人牢记使命，从抗战
精神中汲取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正
如第十期视频《被呈缴的冈村宁次佩
刀》中所讲述的那样，“佩刀的呈缴洗刷
了中华民族的耻辱，那刀锋透出的森森
寒意也时刻警醒我们，凝聚中国力量，
捍卫世界和平。”

军史讲述栏目《解码：文物背后的抗战史》——

让历史讲述鲜活起来
■王永钢

“十三五”时期，5575万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今年，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绝
对贫困，提前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为凝聚扶贫力量，宣传基层扶贫干
部的典型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
苦奋斗的感人故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制作的 6集系列专题片《遍地英雄下
夕烟——致敬脱贫攻坚的人们》近日播
出，以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
贫、生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为主
要线索，展现一线脱贫攻坚带头人想方
设法、因地制宜，创造富有地域特点扶
贫措施的不凡历程。
《遍地英雄下夕烟——致敬脱贫攻

坚的人们》采取层层递进式的结构，6
集分别为《民依百业》《此心安处是我
家》《保健康 奔小康》《对望青山》
《安身立本》《扶智育根》，从不同侧
面，充分展现了在脱贫攻坚战中，政
府、企业、社会各方所做出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就。

在专题片中，观众们可以跟随镜
头来到大山深处、大漠腹地、茫茫草
原……《遍地英雄下夕烟——致敬脱
贫攻坚的人们》的拍摄地点，基本覆盖
了“三区三州”和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最远到达新疆塔县马尔洋乡皮勒
村，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
自治县小茶蜡村；海拔最高拍摄地在西
藏昌都市丁青县嘎塔乡，西藏阿里地区
巴嘎乡岗沙村。在这些地方，有扎根基
层的扶贫干部、奋发进取的贫困群众、
热心帮扶的社会人士，他们都为脱贫事

业而奔波努力。
在贵州黎平县铜关村，村干部陈国

昌带领村民们开通了中国第一个认证的
村级微信公众号；生活在大山里的老人
学会了通过手机，在网上销售侗族特色
农产品。在西藏日喀则，企业家张学斌
带着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一起创
业，高原的传统主食青稞做成了降糖减
脂的代餐走俏市场。在四川广元苍溪县
岫云村，村支书李君组建“岫云村”品牌
餐厅，村民成为餐厅服务员，食客可以在
岫云村餐厅直接购买食材，“时光鸡”“岁
月鸭”“年华猪”等 11种农产品成为热销
的原生态农产品品牌，激发出贫困群众

勤劳致富的动力，贫困群众生活得更有
获得感和幸福感……

摄制组从来自全国各地共 260名扶
贫先进人物中，最终选定了 35位主要拍
摄对象。专题片力图通过一个个平凡
人物的真实故事，展现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艰难，讴歌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拼
搏精神。

几十万驻村第一书记是一支重要
的扶贫力量，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细
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也是不言
弃、不松懈的努力。为了扶贫事业，他
们中很多人离开大城市，来到偏僻的乡
村，走进陌生的田野和人群，把脱贫致

富的愿望转化成前行不息的脚步，带着
贫困群众从田间地头走向火热市场。
这些细腻的记录，真实再现了贫困地区
曲折、奋进的脱贫故事。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这部作品将镜头聚焦在脱贫攻坚链
条上最末端的个体，展现出他们为摆脱
贫困多走的那一步路、多付出的那一份
心、多努力的那一份坚持。在脱贫攻坚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无数平凡的身
影在默默奋斗拼搏。躬耕大地，他们身
上闪现的精神之光格外温暖。他们在田
野乡村蜿蜒的道路上留下一串串闪光的
足迹。这足迹，辉映历史，连着未来。

专题片《遍地英雄下夕烟——致敬脱贫攻坚的人们》——

精神之光，闪现在脱贫攻坚征程上
■马 晶

约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