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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领航》是一部全

面展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昂

扬奋进，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

专题片，是对各领域、各条战线发

生的巨大变革和进步的生动诠释，

是新时代中国全新面貌的精彩呈

现。该片是对过去十年的总结，更

是对一个时代全新风貌的展现。

以 政 治 站 位 统 领 全 片 主 题 。

过去十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的 十 年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中央，团 结 带 领 全 党 全 国 各 族

人民，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

化 繁 荣 等 方 面 取 得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展 现 出 许 多 新 风 貌 。 如 何

通 过 电 视 艺 术 将 这 些 新 成 就 新

风 貌 生 动 形 象 地 呈 现 出 来 ，对 主

创者来说是一个难题。《领航》最

鲜 明 的 特 点 ，是 以 政 治 站 位 统 领

全 片 ，聚 焦 展 现 以 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 民 走 过 的 非 凡 十 年 的 壮 阔 历

程 。 16 集 的 容 量 ，480 分 钟 的 长

度，要对过去十年中国发生的巨

大变化和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

作用做全面呈现，必须有一条鲜

明清晰的思想主线贯穿全片。《领

航》所确立的政治高度，对每一项

成就给予的立场鲜明、坚定有力

的结论，都在彰显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彰显中国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的奋斗历程。对一部

政论性非常突出的专题片而言，

政治上的定力和坚持，是使其既

丰富多彩又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

以 人 民 的 故 事 展 现 新 时 代 的 伟 大 成

就。过去十年，可以讲述的成就很多，每一

个 领 域 的 成 就 都 有 很 多 侧 面 可 以 动 情 讲

述。《领航》始终坚持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作为讲述这些成就的基础前提。

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感受到的物

质生活的丰盈，文化生活的丰富，在居住、医

疗、出行、环境等方面得到的便捷、便利，在

安全感、舒适感、开放性方面感受到的变化

和提升，这些都成为该片在挖掘故事资源，

阐释故事主题时重点展现的内容。《领航》在

贯穿主题线索的同时，让故事讲述成为接地

气的、有鲜活生活质感的呈现过程，也让“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这一动人表述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理论阐述与故事呈现相结合。《领航》具

有鲜明的政论色彩，是统一意志、

增强信心的主题论述，同时，全片

注重理论阐述与故事呈现相结合

的方式，力求生动、形象、立体展

现十年巨变。总书记的讲话，党

的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的介绍，专

家学者的解析，是全片立意的基

石 。《领 航》在 发 展 变 革 、改 革 攻

坚、绿水青山等专题中，充分展现

新发展理念带来的双赢、多赢局

面，体现了中国高质量发展极具

新的时代特征的亮色。在《领航》

中，脱贫攻坚战中干部群众的心

声、孩子们认真阅读的面孔、医护

人员在抗疫前线的奉献、环保卫

士的感人故事……丰富多彩的艺

术成就和精彩画面，都在各集当

中得到丰富展现，可以说，这本身

就 是 新 时 代 人 民 生 活 的 生 动 记

录。同时，从创作的角度讲，这也

是一次成功实践，是思想性与艺

术性自觉结合的努力过程。

史 实 描 述 与 诗 意 表 达 相 融

汇。《领航》是对新时代中国十年

发展的生动讲述和诠释，在创作

过 程 中 始 终 秉 持 艺 术 创 作 的 原

则，努力将鲜明重大的政治主题

与真实感人的人物故事，以及生

动形象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努

力实现史实描述与诗意表达的结

合。强化政论片的感人力量，用

充满政治激情和诗意的语言，讲

述发生在大江南北的沧桑巨变，

在政论片和电视专题片的艺术表

达上做出了有益探索。《领航》在

坚持口述实录的同时，又能够和重大主题相

结合、相贯通，在纪录片的创作上迈出了新

一步。

时代的步伐铿锵有力，社会的发展日新

月异，人民的生活充满生机。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神州大地必将

焕发出更加昂扬的生机活力。当代中国有

太多值得人们去记录、表现和抒怀的故事。

《领航》是对新时代十年的生动展现，现实生

活中有更多样、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需要

创作者去挖掘、提炼、表现。《领航》做出了许

多有益的探索，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

验，相信这样的创作仍然会继续，我们有理

由期待《领航》的续篇将越来越精彩，告诉世

界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发生着怎样的故事，中

国人民如何豪迈地在新征程上不断前行。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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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美法英等国科学家在实

验中取得激光尾波场电子加速的重

大 突 破 ，成 果 被 冠 以“梦 之 束 ”的 名

号，登上《自然》封面。此后，利用激

光尾波场加速器驱动的小型化自由

电子激光，特别是 X 射线波段的自由

电子激光，便成为该领域科学家共同

追求的前沿。

2021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上海

光机所）80 后研究员王文涛和平均年

龄不到 35 岁的团队，一起将“梦之束”

变成“现实之光”，在国际上率先完成

台式化自由电子激光原理的实验验

证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登 上 了《自 然》封

面，并被评价为“自 2004 年‘梦之束’

以来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让我国

成为小型化自由电子激光研制国际

竞争中的领跑者。

从 30 岁到 42 岁，王文涛一直专注

于一件事，让梦想照进现实。今年，

他被评为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

追逐“梦之束”，
实现从实验到仪器的
转变

自从王文涛和团队成功研制出

稳定的台式化激光电子加速器，实现

了科学原理从实验到仪器最关键的

转变，发论文、申获发明专利，“中科

院青促会优秀会员”“中国光学十大

进展”“中科院年度创新人物”等各类

荣誉纷至沓来。

长年“窝”在实验室的王文涛和

此前默默无闻的团队开始走向公众，

面对媒体。他总是略显局促和腼腆：

“我的求学经历没什么特别的，还是

讲讲‘梦之束’吧。你们看过尾波冲

浪运动吗？”

艇船飞速前进，在船尾掀起一波

一波的浪，运动员跟在船尾踏上浪，

速度也被带起来。强激光在气体中

也能激发波浪，我们称之为尾波，电

子束就像运动员，可以被尾波捕获，

随着激光往前跑，在非常短的距离内

“跑”到接近光速。电子束变速跑中

能“甩”出又快又亮的光，科研人员借

这 些 光 看 清 肉 眼 看 不 到 的 微 观 世

界。这就是激光尾波加速技术，能将

体积庞大的电子加速器，从公里量级

缩短到厘米量级……

为了让大家听懂科学前沿知识，

王文涛在演讲中插播了一段运动员

尾波冲浪的视频，试图生动形象地解

释令他着迷的光的世界。

曾经，王文涛觉得“梦之束”遥不

可及。2003 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后

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硕博连

读。整个博士期间，他都在研究激光

和稠密等离子体作用，“这是激光跟

固体作用，而‘梦之束’是激光跟气体

作用，两个方向差别比较大”。

2011 年起，上海光机所强场激光

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激光尾场

加速研究，并申请了国家重大仪器项

目，加入国际科研前沿较量，留所工

作的王文涛被选为研制团队骨干、实

验带头人。然而，追逐“梦之束”道阻

且长，国际上诸多先进实验室潜心多

年都没有太大收获，行内人都知道这

个领域出成果难、发论文难，有人劝

王文涛再想想。

但王文涛欣然扛下重担，“团队

需要一个熟悉各项仪器设备的人，我

就是那块砖，哪有需要往哪搬。”这意

味着，王文涛要从一个熟悉的科研领

域转到一个全然陌生且高难度的领

域，重新开始。

挑战前沿，屡次
遭遇挫折推倒重来

项目初始，团队制定了一套经过

严谨推算和充分论证的方案。团队中

的大部分成员又拥有强激光装置和强

场物理的研究经验，因此颇有信心。

然 而 ，在 理 论 上 完 全 可 行 的 方

案，到了实验中却测不到最终的光信

号，装置迟迟不能出光。“我们尝试了

3 年，每一套参数试验失败，我们都要

推倒重来，重新调试设备再试，做了

很多努力，但就是走不通、技术上实

现不了。”王文涛说。

2017 年，项目几乎停滞不前。那

段 时 间 ，王 文 涛 满 脑 子 都 是 实 验 的

事。在项目 5 年的结题期限临近之

时，完全看不到“出路”，更拿不出像

样的论文，一向乐观豁达的王文涛陷

入沮丧和迷茫，他向项目负责人李儒

新院士表达了想放弃的念头。

“我们在挑战世界前沿，向世界

证 明 这 个 方 案 不 可 行 ，也 是 一 种 成

功。”关键时刻，李儒新的话点醒了王

文涛，另一个重要激励是，李儒新决

定暂停实验，花费大半年时间全面升

级实验室。

虽然 3 年的探索没有达到预期，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已有的尝试既

提升了装置的稳定性，也优化了技术

路线。2018 年，实验室升级完毕。团

队开始调整方向，尝试第五种方案。

耐得住寂寞，一
心一意做科研

2019 年 1 月 11 日凌晨，连续奋战

10 多个小时的团队成员打算回去休

息，王文涛却有些不甘心，各项参数

指标均优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实验，感

觉离“梦之束”很近了。

“要不再坚持半小时，如果还没

有结果，咱们就撤。”在他的提议下，

团队又再试了一遍。正是在这“多坚

持”的半小时里，王文涛和团队终于

看到了望眼欲穿的“梦之光”。

在实验室激光器运维人员杨晓

骏眼中，王文涛中气十足的大嗓门和

爽朗的笑声，像温暖的阳光，照进这

个 有 机 器 噪 声 、经 常 黑 漆 漆 的 实 验

室里。

日光灯会影响实验中的激光捕

捉，他们时不时要关灯，在黑暗中观

测。激光产生过程中会有辐射，为了

防辐射，他们曾拉来两个集装箱，后

来嫌麻烦，索性用四面铅砖在一个角

落里围出一间小黑屋，躲进里面观测

装置出光。

追“光”的他们其实很少照到阳

光。有人受不了选择离开，王文涛、

杨晓骏、冯珂是这场科研耐力跑中选

择继续前行的人。冯珂曾在博士毕

业后到企业工作几个月，后来又放弃

高薪回到实验室。“在这里可以一心

一意只做科研。”冯珂说。

王文涛常言，在坐冷板凳时，眼

里要有“光”，这光来自团队负责人的

坚持，让大家坚信冷板凳可以坐热；

来自团队伙伴的相互鼓励支持；来自

自 己 的 内 心 ，经 得 住 诱 惑 、耐 得 住

寂寞。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王文涛——

瞄准前沿 逐梦追“光”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十几年来，中国科学
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 80后研究员王文涛
孜孜追“光”。他和团队
成功研制出稳定的台式
化激光电子加速器，捕
获到自由电子激光。借
助这些“光”，科研人员能
够看清微观世界，这项技
术也将在更多研究领域
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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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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