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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抗疫题材纪录电影《武汉

日夜》正在全国院线放映。在 2020
年疫情最严峻的时期，30 多名摄影

师坚守武汉各医院拍摄了大量宝贵

的素材。主创人员从 1000 多个小

时的素材中选择了近 10 组具有代

表性的患者、一线医护人员、志愿者

等不同身份的人物故事，以“武汉日

夜”为象征性的时间线连缀成片。

影片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故事讲述，传递出“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主题。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从白衣执甲的医护人

员，到无私付出的志愿者，再到与病

毒顽强抗争的患者，《武汉日夜》里

这组敬畏生命、护佑生命的人物群

像，以他们的经历和讲述，展现了共

克时艰的拼搏毅力和守望相助的温

暖真情，深深打动了观众。

纪 录 电 影 贵 在 真 实 。《武 汉 日

夜》秉持了客观纪录的创作原则，以

静水流深的叙事风格，运用纪实性视听语言进行创作。《武汉

日夜》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而是以一种克制的情绪和手法记

录下那段生活，克制背后又充满力量。

在摄影创作上，30 多名摄影师近距离接触病患拍摄，真

实记录下抗疫过程中的细节。在声音创作上，由于当时条件

所限，在不违反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了拟音还原。在音

乐创作上，词曲作者根据影片的整体基调创作歌曲《所有的所

有》《你真好》，诠释生命至上、大爱无疆的主题。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武汉

日夜，是人们牵肠挂肚的日夜，是争分夺秒的日夜，是守望相

助、生死与共、全力以赴的日夜，是凝聚着大爱和感动的日

夜。看完电影后，一名观众写下这样的句子：“回忆温暖，见证

感动。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是一份力量，每一帧画面里都蕴藏

大爱。有爱，就会无畏前行。日夜更迭，生生不息。”

文艺创作要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武汉

日夜》真诚记录、用心提炼，用光影谱写一曲生命之歌，讲述生

命的顽强，为银幕注入昂扬的生命力。这样的讲述，不仅让观

众重温武汉抗疫的感人经历，更弘扬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表达

对生命的敬畏。

（作者为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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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曹雪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

千年。甘肃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

化的交汇地，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52 处，文物分布点多、线

长、面广。如何保护好不可再生的

珍贵文化资源，守护国家与民族的

记忆和根脉？

去年 2 月以来，甘肃省人民检

察院与省文物局联合开展国有文

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聚力保护文物、护佑文化根脉。

发出 58 份检察
建议，督促长城保护
建长效机制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将文物保

护领域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

的重点予以推进，并在部分市州开

始试点。当地将“擅自对不可移动

文物进行修缮、改建、添建、迁移、

拆除”等 8 类违法情形作为监督重

点，扎实开展精准监督。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

部主任石占全介绍，对需要制度机

制建设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主动督

促省级监管单位系统治理；对于区

域性重点、难点问题，着力督促市

级政府专项整治；对于具体问题，

能及时整改到位的，跟踪督促基层

行政机关履职尽责。

甘 肃 境 内 现 存 长 城 总 长 度

3654 千 米 ，分 布 在 辖 内 11 个 市

（州）、38 个县（区、市）。近年来，

虽然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开展

了长城保护工作，但由于时间跨度

大、空间分布广、保存状况复杂、保

护经费有限等多方面原因，部分长

城段落坍塌、破碎，除遭遇风蚀、雨

蚀等自然破坏之外，有的遗址被人

为破坏。

2020 年 6 月下旬，甘肃省人民

检察院正式立案办理长城保护行

政公益诉讼监督案，检察长朱玉担

任主任检察官，成立专案组对省内

14 地 28 处 长 城 遗 存 进 行 了 现 场

调查。

石 占 全 介 绍 ，针 对 发 现 的 问

题，全省各地共发出 58 份长城保

护监督的检察建议。其中，甘肃省

人民检察院分别向武威、定西市政

府和甘肃省文物局宣告送达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地政府

依法制止和处理破坏长城本体的

违法行为，对长城保护范围内耕地

有序退出、消除安全隐患制定整改

方案；建议甘肃省文物局加强长城

保护管理工作、加快制定和实施长

城保护规划。

得益于司法机关加持，一批长

期影响长城保护的问题，迎来彻底

解决良机。其中，武威市在编制极

为紧张的情况下，成立武威市长城

文化保护研究院，在每个县（区）设

立长城文化保护站，确保长城保护

工作有专人负责。

4家行政单位协
作，推动莫高窟周边
石料厂搬迁拆除

甘肃敦煌三危山下，诚信石料

厂的 10 来名工人正在进行最后的

搬迁扫尾工作。这里的 5 家砂石

厂均位于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与

标 志 性 建 筑 九 层 楼 的 直 线 距 离

6.6—15 公里不等。石料厂在长期

作业过程中对莫高窟及周边环境

产生了不利影响，违反文物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

2020 年 1 月，敦煌市人民检察

院向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

等 4 家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要求各单位依据职责对石料厂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尽快消除文物

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

据了解，涉事工厂中最早的从

1982 年起开采，根据《敦煌莫高窟

保护总体规划》均位于莫高窟建设

控 制 地 带 。 但 2017—2018 年 ，敦

煌市原国土资源局分别给 4 家石

料厂续办了采矿权证。“我们调查

发现，2016 年以来，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就对涉事工厂未有效减少粉

尘排放、未按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设

施等问题采取行政罚款、责令停产

等措施督促，但违法行为一直未得

到彻底整改。”敦煌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张丽娟介绍。

“ 我 们 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 对

负有主要整改责任的敦煌市文体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敦 煌 市 自 然 资 源

局、敦煌市应急管理局、酒泉市生

态环境局敦煌分局等 4 家行政单

位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张丽娟介

绍，建议明确要求各行政主管机关

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停止

影响莫高窟文物安全的违法活动

并限期整改拆迁建设控制地带内

的违章建筑，尽快消除文物和环境

安全隐患。

去年 3 月 13 日，4 家行政单位

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敦

煌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敦煌市

三危山下石料厂关闭退出工作实

施方案》，确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之前石料厂全面停工停产，并于当

年底前完成拆除搬迁和地形地貌

及周边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今年 1 月 12 日，敦煌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袁占兵反馈，5 家工厂

厂区设备已全部拆除，目前仅剩一

家企业正在进行搬迁扫尾工作。

“我们注重与各行政单位加强

协作，诉前磋商、圆桌会议等形式

有利于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协同

推进问题解决。”张丽娟说。

主动摸排文物
现状，解决长期悬而
未决难题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甘肃省三

级检察院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成

立领导小组，对文物保护现状进行

了摸排。对发现的案件线索，各级

文物部门为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

鉴定评估等方面提供了专业咨询

和技术支持。

截至目前，甘肃全省检察机关

共摸排文物保护案件线索 503 件，

立案 471 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419 件，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 1 件。

敦煌市人民检察院就以三危

山石料厂案为突破口，对全市文物

保护单位进行摸排。始建于清代

的西云观是省级文保单位，“走访

发现整个西云观的出入口只有西

北方一座窄桥，而且没有专门的消

防通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张丽

娟说。

就此问题，敦煌市人民检察院

向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以及七里镇政府发出检

察建议。经过整改，西云观南侧开

辟了消防通道并更换不合格消防

设施。同时，敦煌市还制定了西云

观文物环境提升及保护展示方案，

正在组织实施。

推动文保问题解决，是专项活

动的主要目的。“过去一提到文物

保护，许多人以为只是文保部门的

责任。”敦煌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

任张春生认为，检察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之后，更易引起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有助于解决一批长期解决不

了的问题。

庆阳市宁县湘乐砖塔建于宋

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

存在周边环境脏乱差、未设置“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识等

问题。经过当地检察院与相关政

府部门的多次磋商，宁县县政府斥

资 30 余万元开展塔基外围垫方工

程，彻底消除塔体安全隐患，并将

古 塔 纳 入 当 地 文 化 广 场 建 设 项

目中。

今年，甘肃将以石窟寺文物保

护 为 监 督 重 点 ，深 入 推 进 专 项 活

动，提高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和

热情。朱玉说，甘肃省检察机关将

继续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监督职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为进一步

加强文物保护、增强文化自信贡献

检察力量。

甘肃检察机关与文物单位联合摸排线索，督促协同整改

聚文保合力 护文化根脉
本报记者 付 文

检 察 建 议 发 出
后，莫高窟周边存在
多年的石料厂顺利搬
迁拆除，存在消防隐
患的省级文保单位整
改 到 位 …… 去 年 以
来，甘肃省人民检察
院与省文物局联合启
动国有文物保护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为文物保护探索
出一条新的路径。

核心阅读

■解码·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R

本报北京 1月 26日电 （记者刘阳）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组织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跨过鸭绿江》创作座谈会，26 日在京举行。

该剧一共 40 集，已于 1 月 24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收官。作为

全景式、史诗般展现抗美援朝历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该

剧凭借独特的历史叙事、真实震撼的战斗场面、感人的英雄事迹

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引发广泛热议。

截至目前，该剧累计观众规模超 12 亿人次。中国广视索福

瑞媒介研究（CSM）数据显示，全剧平均收视率 1.3%，平均收视

份额 5.89%，单集最高收视率 1.73%，单集最高收视份额 7.87%。

全剧在央视频上总体播放量超过 4000 万。

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全剧以真实的历史叙事和具有渲染

力的艺术细节表达作为驱动，让许多年轻人从剧中汲取抗美援

朝精神的伟大力量。《跨过鸭绿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艺术水准与观众满意度为首要评价指标，实现了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创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 1月 26日电 （记者施芳）日前，圆明园管理处启

动“修复 1860”第三期文物修复工作，首次对出土的 5 件西洋纹

饰琉璃构件进行修复，以“再现”盛时西洋楼多彩的园林景观。

除了琉璃构件，“修复 1860”第三期还将修复 24 件瓷器。通

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圆明园出土的瓷器碎片高达 10 万余

片，大部分为清代官窑瓷器，涵盖青花、粉彩、釉里红等 20 多个

釉彩种类。经过两期修复，现已完成青花缠枝莲瓷绣墩等 17 件

珍贵文物的修复。

圆明园首次修复琉璃构件
1 月 26 日 ，浙 江 省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小学

三（4）班学生们领到科

学实验材料包。该校为

全 面 提 升 学 生 科 学 素

养，寒假期间按年级段

为每名学生准备了拓展

性实验材料包，将通过

网络视频等形式开展科

学实验，培养学生们的

动脑动手能力。

宁文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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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创新乡村教师补充机制，2016 年以来累计招聘

农村学校特岗教师 42 万人，覆盖中西部 1000 多个县、3 万多所

农村学校。“十三五”期间，持续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中央财政划拨奖补资金 206 亿元，惠及中西部 725 个县 8 万多

所学校近 130 万名教师。截至 2020 年 9 月，全国 97.6%的县实

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目前，数百万乡村教师、近百万特岗教师、数十万支教教师

坚守在边远、艰苦的农村地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缓解“城镇挤”

义务教育大班额比例降至 3.98%

一年前，辽宁鞍山市的蔡先生还在为孩子上哪所小学发

愁。最近，他听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孩子就读的新华街小

学将和一街之隔的老牌名校钢都小学合并重组！

两所学校直线距离不足 2 公里，其中，钢都小学社会认

可度高，但校舍紧张；新华街小学生源萎缩严重，场地和师资

出现闲置。在此背景下，两所小学选择了紧密型一体化办学

模式。“集团实施一套领导班子、一体化师资配置和一体化教

学管理，提升整体办学水平。”钢都教育集团总校校长钱俊

华说。

择校“高烧”不退，甚至炒作“天价学区房”；“大班额”缩减

困难，第一排课桌直接顶到了老师的讲台……“城镇挤”的弊

端，曾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进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24 个大城市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到 98.6%。

就学机会更加公平，“择校热”明显降温。

在山西，全省所有县区开展“学校联盟”“集团化办学”“学

区化管理”等办学模式改革，6000 多所中小学实现了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和一体化发展。在湖南，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372 亿

元，增加学位 132 万个。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全省累计消除大

班额 4.6 万个，大班额占比降至 1%，超大班额实现全面清零。

辽宁锦州市八中教育集团的一所分校，学生人数由 71 人

发展到 1300 余人，学生教育质量监测成绩由原来的全市垫底

跃升到全市前列；沈阳市和平区开展集团化办学以来，考入省

示范高中学生数比例每年提升 10%……这得益于近年来辽宁

成立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集团（联盟）的探索。

“十三五”时期，“推动同步建设城镇学校”被放在格外重

要的位置，着力缓解“城镇挤”。各地严格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管理，配套学校建设必须与住宅建设首期项目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交付使用，未按规划配建学校的不得进行竣工验

收。截至 2019 年底，全国义务教育大班额比例为 3.98%，超大

班额为 0.24%，比 2016 年分别下降了 8.73 和 3.76 个百分点，提

前一年实现了基本消除大班额的工作目标。

关爱特殊群体

让教育公平的阳光洒到每个孩子身上

目前，全国 1.54 亿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享受着一份

“大礼包”：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还能补助生活费。2016 年至 2020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补助 3931.24 亿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435.92 亿元，免费教科书补助 712.13 亿元。

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教育公平的阳光正洒到每个孩子身上。

5年来，特殊群体孩子也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提高的过

程中获益。“老师好！”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小高，患有一级智

力残疾，如今，每次见到特教中心送教上门的老师，他都会热情问

好。经过几个学期的学习，他认识了常见的颜色、形状，会从 1数

到 20。“孩子学到了不少东西，笑声也变多了！”家长高兴地说。

“十三五”期间，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和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我国特殊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

高。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有特教学校 2192 所，比 2015 年增加

139 所，增长约 7%；在校生 79.5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35.2 万人，

增长约 80%。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入学率约达 93%。

“我们的学校像花园，住得好、吃得好，老师们教得好！”河

北阜平县龙泉关学校学生张瑶平时住校，学校食堂设施齐全、

先进，营养餐两荤一素，营养全面均衡，一周内每天不重样。

受益于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学生

个子增高了、体重增加了、贫血等问题减少了。据悉，29 个省

份 1762 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14.57 万所，受益学生达 4060.82 万人。监测表明，实施营养改

善计划的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平均身高 2019 年比 2012 年分

别增加 1.54 厘米和 1.69 厘米。

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问题备受关注。“十三

五”期间，我国推动各地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

入 学 政 策 ，保 障 随 迁 子 女 享 有 平 等 接 受 义 务 教 育 的 权 利 。

2019 年，全国 85.03%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

就读（含政府购买学位），均享受“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

补贴政策。与此同时，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实施关爱保护专项

行动，健全家庭、政府、学校尽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改进和加强义务教育工

作，深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面推动义务教育从

“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对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