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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区芝山村风光溧水区芝山村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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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宁锡常接合片区”

的组成部分，肩负探索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实践经验的使命。近年来，溧水

区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先导作用，着力破除各项机制障碍，促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推动城乡居民共享改革成果，新探索新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

创新“交邮快供+”模式  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最后一公里”

螃蟹养殖是溧水区洪蓝街道陈卞村的重点产业。现在，陈卞村的螃蟹

一出水，就能打包从村里的“交邮快供+”服务点发往城区。

“鲜味”能够及时送达，离不开溧水区创新建立的“交邮快供+”模式。

近年来，溧水区整合公交、邮政、快递、供销等多方面资源，推进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双向畅通，为城乡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这一改

革经验被交通运输部在全国推广。

目前，溧水区建设了完整的“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有 8 个镇级、

91 个村级“交邮快供+”服务站点，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每天进村快递量达

1.5 万件，是过去的 3 倍。溧水区还持续做好“交邮快供+N”文章，拓展“电

商直播”“旅游”“农业”“养老”等特色服务，建设“溧刻达·交邮

快供+”信息化平台，农产品外销实现“市内 T+0 当日达”“省

内 T+1 次晨达”，年均带动螃蟹等农特产品销售约 2000 万元。

当前，溧水区正加快建设区级农村物流中心，打造乡村物流上

下行集散地，并围绕人、地、财等要素流通深入探索，推动城乡

共同繁荣发展。

多元主体协同合力  织密社会治理“安全网”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4500 余件，解决群众困难诉求 1000 余件，提供法律

咨询万余人次，一家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获评“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这是溧水区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筑牢社会安全防线的最新

成效。

今年以来，溧水区构建起“1834”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即 1 个区级部门

牵头抓总、8 个镇（街道）网格员中队统筹安排、3 类网格员服务小分队（为

企业、为村社、为高校）细化落实、4 家区内相关单位协力推进，将政法服务

持续下沉延伸，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目前，溧水区已建成 143 个基层协同治理团队。政法网格员以“常驻+
团队”“吹哨+应单”的方式进网入格，与社区网格员、平安志愿者等多方力

量一起，联动开展巡查走访、救助帮扶、矛盾化解等工作，全面“梳网清格”，

共同织就守护基层村社的“安全网”。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溧水区构建关

键小事“溧刻办”机制，实行“一刻钟”民情反馈模式；在事项办理上，实行

“137”工作法，即简单问题 1 天内办结、一般问题 3 天内办结、疑难问题 7 天

内拿出解决方案，明确解决时限，跟踪督查推进。此外，溧水区还建立风险

隐患有奖举报机制，今年累计受理市民举报线索 5107 条，奖励 927 人次，

3 日内处置完成率达 99%。

推进 3 个“多合一”改革  建设新时代的“好江南”

溧水区东屏街道长乐、丽山、白鹿村村庄规划入选自然资源部首批国

土空间规划优秀实践案例，9 个村社精减乡村服务人员 92 名，人员总支出

每年减少 64 万元，在岗人员年均增收 9000 元。2023 年度，溧水区在全省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获综合排名第一等次，连续 4 年获综合排名第

一等次。这是溧水区统筹推进乡村规划布局“多图合一”、管理队伍“多员

合一”、资源整合“多头合一”3 个“多合一”改革，探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溧水新实践的最新成效。

溧水区开展乡村服务队伍“多员合一”改革，通过职能整合、片区包干

等形式，对垃圾分类督导员、河道管护员、护路员等岗位人员进行优化整

合，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针对涉农资金“九龙治水”、分割使用的问题，溧水区创新开展“多头合

一”改革，整合目标一致、性质相同、用途相近、交叉重复的涉农资金项目，

加强监管和绩效管理，2023 年以来，共统筹整合资金 14.09 亿元，集中投入

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富民强村等五大领域，有效提升财政支农政

策效益。

溧水区整合规划资源、农业农村、水务等各类空间数据资源，统一地理

底图、空间坐标，变“多张图”为“一张图”，开发涵盖城市规划、调查监测、耕

地保护等九大类 60 个数据服务的“多图合一”系统，为项目选址、造林绿

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提供高效服务，让乡村面貌日新月异，让群众生活红

红火火，打造新时代的“好江南”。

未来，溧水区将充分发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南京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双区叠加”优势，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书写城乡融合发

展新篇章。

““交邮快供交邮快供++””让公交车变快递车让公交车变快递车，，工作人员正在交接快递工作人员正在交接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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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为营

造全民迎全运的浓厚氛围，广东省广电局开展

体育电影展播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近年来，体育题材影视剧时有亮点。以网

球小将王发为原型的《背背篓的网球少年》、以

全国小学足球赛冠军湖南常德石门五小球队

为原型的《踢出个未来》日前上映，让人们在光

影之间感受澎湃的体育激情。

映照时代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体育运动日

渐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文艺创作是社会生

活和时代精神的写照，越来越多的体育题材作

品登上大小屏幕。今年年初，通过练习拳击为

自己“赢一次”的《热辣滚烫》、参与赛车实现热

血梦想的《飞驰人生 2》，更是领跑春节档，取得

了近 70 亿元票房的好成绩。

其实，体育影视剧由来已久，在不同发展

阶段各有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冰上姐妹》

《碧空银花》《水上春秋》《女跳水队员》《女篮 5
号》等电影，拓展了人们的眼界，展现了深厚的

爱国情怀。

改革开放以来，表现足球魅力的《飞吧，足

球》，聚焦乒乓球运动的《五虎将》，展现篮球激

情的《我和我的同学们》等电影受到观众青睐。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女排

精神鼓舞人心。电影《沙鸥》讲述了女排运动

员为祖国、为荣誉全力以赴的故事，成为观众

心目中的经典。

从 1990 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综合性国

际运动会北京亚运会，到 2008 年成功举办北京

奥运会，再到 2022 年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一座座里程碑，也

拓展了体育影视剧的题材，一些新兴体育项目

走到聚光灯下。电影《飞驰人生》系列、纪录片

《我是赛车手》《中国车手周冠宇》等作品展现

了赛车运动的速度与激情；电视剧《超越》、电

影《我心飞扬》等聚焦冰上运动的魅力。此外，

马拉松题材电影《了不起的老爸》、登山题材电

影《攀登者》、与拔河运动有关的电视剧《不就

是拔河么》、表现台球运动的电视剧《在暴雪时

分》，也纷纷进入人们视野，国产体育影视剧的

题材越来越多样化。

当大众艺术遇到小众运动，将产生怎样的

化学反应？霹雳舞入选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

会比赛项目，助推霹雳舞运动在国内掀起发展

热潮，电影《热烈》讲述了一对热爱街舞的师徒

克服重重困难追求梦想，最终赢得全国街舞大

赛冠军的励志故事。“电影里的编舞很酷炫，让

人热血沸腾！看完电影，我对霹雳舞也从看热

闹变成了看门道。”一名观众这样评价《热烈》。

“运动渐成生活时尚，爱锻炼的人越来越

多。影视剧里呈现的体育项目日益多元化，既

实现了题材上的创新和突破，也展现着人们丰

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景虹梅说。

引发共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

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电影《攀登者》再现了这

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电影结尾，当登山队

员将保存在手电筒中的五星红旗小心展开、飘

扬于珠峰之巅时，一种壮美崇高的美学风格油

然而生，激昂自豪的情绪从大银幕流淌到观众

心间。很多体育影视作品既

刻 画 了 突 破 极 限 的 体 育 追

求，也弘扬着为国争光的家

国情怀。

近年来，“村超”“村 BA”

等 群 众 赛 事 火 热 开 展 ，“ 泥 土

味 ”的 赛 事 成 为 热 门 影 视 IP。

纪录片《我们的赛场》将镜头对

准乡村赛事，紧张激烈的比赛、热

情洋溢的表演、独具特色的美食

串起一帧帧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感受

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力。

如何更好地驾驭体育题材？不少作品尝

试将体育题材与青春片、喜剧片等“嫁接”，以

运动项目为叙事线，描绘青春岁月、成长历程

和情感故事，受到观众喜爱。电视剧《爱情而

已》讲述了主人公转换体育项目之后面临的

职业挑战，也展现了年轻一代在情感中的担

当与成长。电视剧《棋魂》刻画了围棋少年的

追梦身影，也让人看到友情的力量。聚焦棒

球运动的纪录片《棒！少年》、讲述格斗运动

的电影《八角笼中》，则以体育为切口，挖掘更

丰 富 的 社 会 现 实 ，以 动 人 的 故 事 引 发 观 众

共情。

“体育题材是一座富矿，要努力挖掘其中

的动人故事。”《棒！少年》导演许慧晶说，“体

育运动中有昂扬的生命力、有人的成长、有感

情的寄托，这些要素十分动人。”

创新表达

体育竞技紧张激烈，影视剧如何精准呈现？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手

段应用到体育影视剧的拍摄中。

电视剧《超越》讲述了短道速滑运动员的

精彩人生。冰上运动速度极快，常规摄影器材

和拍摄方式无法进行对焦拍摄。为了更加真

实地还原风驰电掣的冰面角逐，剧组架设多角

度“飞猫”索道摄像系统，改装遥控车进行拍

摄。剧组还研发出大型人力冰上推车，使用可

拆卸模块化结构，拼装不同滑轨，实现多种动

作的近景拍摄。参与拍摄的运动员也“客串”

起摄像师，手持摄像机在冰面上穿梭拍摄，捕

捉到很多珍贵镜头。

“如何展现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实力，也

是一大难点。”《超越》总制片人苏晓说。为了

更好地塑造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形象，该剧主演

青年演员高至霆拍摄前专门参加了短道速滑

集训，每天训练 7 小时，从一开始上冰就摔跤到

后来游刃有余，他收获颇丰。“练滑冰的过程，

让我更好地代入运动员的角色、了解他们的苦

与乐。”高至霆说，“出演这部电影，也让我对体

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给了我很多力量。”

体育影视剧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2024 年

春节假期，电影《热辣滚烫》“出圈”，带动不少人

参与体育锻炼。数据显示，电影上映一周，“健

身房”搜索量较之前增长 80％。其中，拳击运动

的搜索量增长 190％。“好的影视作品不仅要让

观众看得爽，更要让观众有收获。”曾为多部体

育影视剧提供运动指导的健身教练刘佳说。

在景虹梅看来，体育题材影视剧大多具有

励志属性。“创作者需要不断更新拍摄技术、打

磨故事脚本、提升演员演技，用更多优秀的作

品传递正能量。”她认为，体育影视剧拥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

在光影之间，更多体育梦想闪闪发光，照

亮人们的内心世界。

体育题材影视剧日益丰富体育题材影视剧日益丰富

光影之间光影之间，，感受速度与激情感受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飞帆任飞帆     唐天奕唐天奕

核心阅读

当体育运动遇上影视艺术，竞技
场上的速度与激情，转换为银幕荧屏
上的动人故事。近年来，体育题材影
视剧不断涌现，既丰富了观众的文化
生活，也让体育魅力更加深入人心。
随着一帧帧镜头、一幕幕场景，顽强
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流淌进人
们心里。

近日，在记录新征程 2024 年

纪录片大会上，杭州亚运会开闭

幕式纪录片《绽放》获得中国广播

电视大奖纪录片奖。杭州亚运会

开闭幕式令世界惊艳，筹备过程

中有哪些故事？纪录片拍摄时运

用了哪些技术手段？重温往事，

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体育蕴含的奋

进力量。

如 何 搭 建 纪 录 片 的 文 本 秩

序？尽管是同步跟拍，但《绽放》

与开闭幕式之间不是简单的内容

重复或影像拼接，不是花絮集锦，

而是带有补充与拓展性质的互文

式创作。我们突破时间线结构，

通过“孕育”“含苞”“蓄力”“绽放”

“共融”5 个主题，串联起杭州亚运

会这朵“大莲花”的“绽放”过程，

挖掘蕴含其中的人文价值和城市

底蕴。拍摄场景 300 多场（次），累

计创作场记脚本文案 10 万多字，

留下影像素材 150TB（太字节），历

时近 3年，终于“熬”成这部影片。

纪录片想要全面呈现舞台背

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珍藏一个

个服务亚运的身影。我们记录了

双人 3D 威亚的高空训练、记录了

数字火炬手如何诞生并奔跑……

那些惊艳的舞台效果来之不易。我们记录了朝气蓬勃

的志愿者、坚守岗位的国旗班战士……他们的镜头可

能一闪而过，但通过纪实化、全景化呈现，观众可以感

受到中国人团结、友好的精气神。

体育运动是力与美的交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影

像美学。随着科技发展，摄制手段不断丰富，为体育题

材影视创作带来新启发。比如，我们引入 VR 全景航

拍技术，使纪录片突破了“画框”限制，为观众带来身临

其境般的沉浸式体验。我们还通过 3D 动画制作主火

炬塔造型构建片段，利用计算机软件提升透视效果，动

态演示“零碳”火炬的科学原理，让观众不仅看得清还

看得懂。

如今，体育题材影视创作类型日益丰富，纪录片、电

影、电视剧、动画等，各显身手讲好体育故事。体育精神

也潜移默化地播撒到屏幕外，给予人们前行的力量。

新时代以来，文艺创作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视

剧回应了观众的细分化、个性化需求，添彩文化产业发

展。希望影视剧从业者不断挖掘体育领域的好故事，

丰富叙事方式，为观众提供丰盛的营养大餐。

（作者为纪录片《绽放》总导演，本报记者任飞帆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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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分别为电视剧《超越》、纪录片《棒！少

年》剧照。

图③图④分别为电影《女篮 5 号》《攀登者》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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