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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日前，青岛市工人文化宫联合

七区（市）工人文化宫共同组成的工人文化宫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将通过“宫宫联合”实现活动联办、平台联建、品牌联

创、人才联动，形成以各区市为骨干的新型职工文化服务体

系，进一步做大文化宫品牌、扩大职工受益率。

据了解，2017 年以来青岛市总按照“全国一流工人文化

宫”的目标定位，自筹资金 2.88 亿余元，开展工人文化宫集中

整治提升行动，清理回收工人文化宫面积 35716平方米，改造

升级 8万余平方米，全市 8个工人文化宫改造提升后实现了功

能、管理和服务全面升级。

为了弥补专业性不强、人才紧缺等现状，全市各家文化宫

积极探索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

作的方式，提高文化宫服务职工的能力，扩大服务阵地。虽然

前期做了很多探索尝试，但是面对职工日益丰富的文化体育

活动需求，青岛市总仍然感觉工人文化宫综合服务能力存在

很多短板。

比如，市文化宫虽然拥有文化大厦、工人剧场、劳模工匠

展示馆、工人体育场等众多场馆阵地，但区（市）文化宫文化场

地有限，致使很多周边职工仍然存在“无处活动”的情况。其

次各区（市）文化宫服务能力和合作方专业化水平参差不齐，

部分文化宫活动项目比较单一、开展频次不高，无法发挥文化

宫凝聚职工的积极作用。

按照联盟约定，8家成员单位将通过“六项联合”，实现成

员单位之间互惠共济、优势互补，包括完善服务功能，实现阵

地联建；培育文体人才，实现队伍联用；打造文体品牌，实现活

动联动；创编文艺作品，实现成果联创；创新运营模式，实现管

理联通；搭建数字平台，实现宣传联合。

具体实施中，青岛市总将整合各文化宫阵地资源，联合全

市文化体育场馆延长服务手臂，为职工提供更多免费、惠工的

文化体育服务，形成以市工人文化宫为龙头，各区（市）文化宫

为骨干，多家文化体育场馆为辐射点的职工服务网络。同时

充分利用各家场地、设备优势，实现内部资源联动共享，降低

运作成本、减少租借程序。

为解决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青岛市总搭建了联盟单位

人才资源库，由市工人文化宫为区（市）工人文化宫开展活动

提供专业指导，区（市）工人文化宫定期向市工人文化宫推荐

优秀人才，集合区域人才共同创作联盟原创文艺作品。同时

将“劳动者之歌·共同的家园”演出活动、“每周一讲”公益讲

座、职工文化艺术节和职工运动会等大型活动下放一部分至

区（市），提高区（市）服务职工的能动性；还将定期举办联盟研

讨会，总结经验不足，形成联盟统一的理论成果和工作方法，

加以复制推广，形成联盟品牌。

据了解，按照数字化服务的需求，联盟在现有青岛市工人

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抖音平台和官方网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

开通统一的传播公众号和数字展示平台，集线上预约、课程培

训、才艺展示等功能于一体，搭建职工触手可及、随处可享的

云端文化宫。

青岛市工人文化宫联盟青岛市工人文化宫联盟
做大文化宫品牌做大文化宫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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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岁到 22岁，被拐走的卫卓再次出现

在亲生父母眼前，在煎熬中挣扎了 18 年的

母亲坚持要喂儿子吃一口饭；在东北钢铁重

镇的冬夜里，一群孩子每天凌晨 4 点多起

床，冒着凛冽的风进行长跑训练；有人想要

奋力往前奔跑，有人却和跑步永远告别了，

因为一场车祸，24岁的何华杰瘫痪了……

这些在命运的大浪中浮沉的普通人，出

现在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镜头里。两年

前，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上线，镜头对准人

们上学、工作、入伍、结婚等重要节点，讲人

生初见，有温暖、有喜悦、有磕磕绊绊，踯躅

迷茫，如散文诗。

两年后，原班人马交出的“第二次”答

卷，却不是在第一季的基础上做平行的外

延，而是聚焦人生深处蜕变与历练，沿着生

命的纵深，向着人生曲折幽深处不断进发、

探索。

以“圆”与“缺”、“纳”与“拒”、“是”与

“非”、“破”与“立”这样四组关键词、八幅人

生图景两两呼应，形成互文，在矛盾的对立

与统一中聚焦命运的张力。它们都深刻地

诠释了“命运重启”这一母体，即面对命运的

不公时，普通人是如何一边对抗一边和解着

往前走的。

《纳》篇的何华杰通过一趟轮椅进藏之

旅，将消沉和颓废拒之门外；《拒》中不甘被

容貌左右的主人公经历过修整人生，最终完

成与自我的和解。《是》和《非》讲社会法治与

人情挣扎。《破》与《立》，则对准了时代新女

性改变命运的故事。圆缺、纳拒、是非、破

立，这些对立统一的选题，表达着中国人的

理智与情感、抗争与和解，让观众获得了更

加丰富的思辨空间。

路遥写道：“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

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

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

不满意，就灰心。”镜头里，当人生的河流

变得波涛汹涌，一个个普通人靠着勇气与

信念支撑，推开生活之门，开启不惧重来的

第二次，努力去战胜“怕”，找到爱。

故事外的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一些汹

涌的情绪，也会看到，那份重启的“不惧”并

不仅仅来源于个人信念，更多时候，是他熟

悉的人、素昧平生的人，善良、尊重、包容、

法治、正义等身后那些更多看不见的力量，

支撑起这个有着千百种况味的人间，让你

我他在没入荆棘时，看见希望的微光，多一

分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坚韧。

人生系列彰显出人文纪录片市场的潜

在价值。“人”太丰富了，那些普通人饱经风

霜的脸庞和他们走过的路，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拍之不完的。

好的人文纪录片，是社会观察的多棱

镜，让人从中见证万千种人生的姿态，品味

不同的况味，又在现实中审视、对照自己的

生活。这也是央视网出品的人生系列、《新

兵请入列》等纪录片，能够受到观众好评的

重要原因。

创作者关照现实的根系照扎得越深，越

能汲取更多的养分。尽管碎片化时代并不

利于长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但是，仍然有

着一群人以先行者的姿态，引领着人文纪录

片在前途未知的赛道上笃定前行，他们有着

“不惧”的信念，对抗着流量为王、对抗着网

络舆论下的碎片化观影习惯、二元论观点。

就像《人生第二次》中那些普通人一样，走着

走着，走出了命运安排给自己的困境，他们

的作品也收获了长久的生命力。

推开生活的门，不惧风雨

阅 读 提 示
《幸福到万家》的热播，让农村剧这

一现实题材剧集中的分支再一次受到

人们关注。如何在真实反映当下农村

生活风貌的同时，让不同代际的观众乐

于“同屏追剧”，是这部剧直接引发的思

考；而从更大更长远的角度看，现实题材

影视剧想要延续蓬勃发展的势头，打破

停留于生活表面的困境、在真实基础之

上持续探索与突破，是无法绕开的路。

现实主义作品要让不同代际的观众“同屏追剧”，需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挖到新故事

“烟火气”成出圈密码

中央歌剧院剧场落成启用
本报讯（记者苏墨）中央歌剧院剧场近日落成启用。7月

6日晚，剧场开幕式音乐会举行。

新落成的中央歌剧院剧场总建筑面积 4.1万平方米，整体

设计以“凤凰”为核心立意诠释建筑内涵主题。剧场色调以金

黄色为主，内部金黄色与红色相交织。椭圆形观众厅呈螺旋

放射分布，如同凤凰腾飞时洒下的光芒。剧场中央约 150 平

方米的超大乐池可实现 120人编制的交响乐团同时演奏。

当晚的音乐会在管弦乐《红旗颂》中拉开帷幕，共分为三

个篇章展开。老中青艺术家联袂演绎了《白毛女》《洪湖赤卫

队》《党的女儿》《卡门》《图兰朵》等古今中外歌剧经典选段和

中央歌剧院近年原创剧目选段。在接下来的开幕演出月中，

中央歌剧院剧场还将上演《茶花女》《歌剧瑰宝》《中国歌剧咏

叹之夜》等多场精彩演出。

打破户籍、身份、档案等制约

北京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发布《北京市深化艺术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遵循艺术专业人员成长规律，突出

专业特点，优化职称评价目录，为他们量身定制了清晰的职称

评价标准，专业人员还可以自选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审；畅通民

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

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艺术从业人员职称评审渠道。

本次改革明确，艺术专业人员职称设初级、中级、高级。

其中，初级职称只设助理级，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级。

根据艺术领域特点，设置了艺术表演、艺术创作、艺术管理和

技术保障等 4个专业类别 17个职称专业。

近一年在本市艺术领域工作的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

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自由

职业人员，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文艺家协会或行业协会推

荐，可申报艺术系列职称评价，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

同时，本市还建立职称申报绿色通道。对于在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中作出重大贡

献的艺术专业人员，可放宽学历、年限等条件限制，破格申

报高级职称。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最近，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

热播。作为一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作品，

该剧不仅在首播当晚收视率冲顶，随着剧情

发展相关话题也多次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

该剧的热播说明，无论题材是什么，现实

主义作品要在满足价值引领的同时收获口碑

与收视率，就一定要用烟火气带领观众从戏

剧走进现实。

故事必须“立得住”

《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陈源斌长篇小说

《秋菊传奇》，讲述了在 2010 年前后，农村姑

娘何幸福历经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的多

重考验后不断成长，从农村走进城市，再从城

市回归农村，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故事。

开播前夕，网络上就有了不少讨论，这

主要源于该剧强大的演职阵容。该片由曾

执导过《甄嬛传》《功勋》等剧集的郑晓龙导

演，何幸福的饰演者则是近年来成功塑造诸

多古装形象的赵丽颖。两位“顶流”主创能

呈现出怎样的作品这本身就让人好奇，再加

上该剧还有一众实力派演员参演，更是拉高

了期待值。

不过，剧集正式播出后，首先引发热议的

并非演员本身，而是剧中接连出现的婚闹事

件、征地纠纷案等情节。尤其是前者，面对无

理婚闹一事，该认为这是“耍流氓”还是“我们

村都这样”，成了何幸福与万家村的第一次冲

突，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许多网友现身说法

以及对何幸福坚定反婚闹的支持与共鸣。

对此，导演郑晓龙在接受《工人日报》采

访时表示，观众的反应正是《幸福到万家》创

作过程中要回答的问题：“此前有大量作品讲

了农村由穷变富的故事，但富了之后农村又

该如何发展呢？”

从已播出的部分来看，推动剧情和人物

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就是农村生活中“旧”风

俗和“新”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以及这些问题的

最终解决。由于这对矛盾的设置来源于现实

生活，又确实反映出当下一些实现物质小康

后的农村地区在精神、法治等领域的匮乏，因

此对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来说，这部剧都是立

得住的。而这也是现实题材剧集能否打动人

的第一要义。

现实题材要真正的扎根现实

作为洞察农村现实的艺术载体，从 20世

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农村三部曲”，到

本世纪初期的《马大帅》《刘老根》，再到近年

来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农村剧在我国

并不乏高水平代表作。不过就在几年前，农

村剧的萧条也曾引起过媒体广泛关注。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当代农村题

材电视剧仅有 15部 490集，部数和集数分别占

年度电视剧生产发行总量的 3.81%和 2.96%，

其中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更是寥寥无几。

一段时间以来，提及农村剧，不少观众下意

识都能猜出相关剧情：不是充满天灾人祸的苦

情戏，就是罩着农村外衣的谈情说爱、滑稽逗乐

式的轻喜剧，正剧也是“套路”满满：好干部带

领村民走上致富路。创作的模式化，不仅无法

吸引本就与农村有距离的城市年轻观众，就连

对农村有记忆的人群也不愿多看

农村剧的困境，在更大范围内的现实题

材剧集中同样存在。近年来，“题材满屏、现

实扎堆”的火爆场面频频出现，从初入职场的

菜鸟到遭遇中年危机的都市男女，都可以找

到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集。只是有的现实

题材剧越看越不现实，要么主人公自带“金手

指”一路开挂，要么人物“悬浮”，一边挣着每月

5000元的工资，一边不停换着名牌包，要么就

是剧情为了制造冲突不讲逻辑让观众感到无

比拧巴。

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看来，

现实题材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怎样书写和创

作现实题材。他认为，如果仅仅把现实作为

创作的“打卡地”和“留言板”，作品就很容易停

留在书写生活表皮，其内在精神与真正的现

实是游离和有隔膜的，自然难有艺术感召力。

现实题材的生命在不断挖掘新的现实

《幸福到万家》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了去

年的“现象级”农村剧《山海情》。事实上，从

去年到今年，电视荧屏上现实题材好剧不

少。仅今年上半年，就有《人世间》《警察荣

耀》《春风又绿江南岸》等剧集播出，备受期待

的《县委书记》《重中之重》《大运之河》等待播

剧同样是对当下不同社会现实的表现。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我国电视剧创作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6 月，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日前召开的迎接党的二十大重点电视

剧创作暨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工作推进会

上，相关负责人也强调，电视剧创作要坚持现

实主义创作手法，以真实、平实、朴实的艺术

风格描绘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真情讴歌

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风貌、新奋斗。

如何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挖掘到新的故

事，并在导演、演员以及服化道工作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讲好故事，是现实题材电视剧能否

出圈的关键。

《2021 中国电视剧发展报告》中曾提到，

“烟火气”正成为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

关键词之一。而所谓的“烟火气”，可以是何

幸福婚礼上让观众一秒回到老家的流水席，

可以是《山海情》中黄轩、热依扎等新生代演

员毫无违和感的演出，也可以是《警察荣耀》

中派出所鸡零狗碎的日常。

编者按

近年来，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头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小离别》《山海情》《装台》《人

世间》等等，从孩子教育到职场妈妈，从市井生活到乡土田间，话题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

现象。

从迷恋流量转向关注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从囤积 IP 转向在现实中汲取养料。

一部部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成为爆款，印证了有生活真味的普通人、有烟火气的普通人生

活一样可以直击人心，真正的“顶流”是百姓心声。

为此，从本期开始，文化新闻版特开展“现实题材作品如何观照现实”系列，与读者、

观众共同探讨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创新、成就与问题，也愿与您一道在优秀的现

实题材作品中感受时代荣光，体味温暖力量。

240余件文物讲述
国博百年考古历程

◀7月5日，观众正在国博参观出土文物。

▼新疆乌什吐尔遗址出土的古代陶片等文物。

今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在国博展出的“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用240余
件考古出土文物展示了百余年来国博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1921年，几乎与仰韶遗址发掘同时，在河北钜鹿开始的古城发掘揭开国博考古的序幕。在百余年的发展
中，国博的考古工作在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