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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筚路蓝缕的小康之路

什么是“人民的小康”？如何呈现
“人民的小康”？如今我们共享的小康社
会发展成果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
故事？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导演组根据
这部专题片的主题，进行了多次前期踩
点和实地调研，力图生动阐述“人民的
小康”的深刻内涵。

制作团队对该片主题的精准把握和
对拍摄地点的精心选择，使得该片不但
鲜活，而且有深度、有力量。跟随该片

的镜头，我们见证了人民生活的巨变，
感慨当地人的命运改变是时代巨变的缩
影；我们目睹“从前靠山吃山，穷得叮当
响”到“现在靠山吃山，村民走上致富路”
的反差，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给广袤中国大地带来的深刻变化
感到惊讶；我们震惊于“一趟车，跑出脱贫
幸福路；一座桥，带来致富新期盼”的美
好，慨叹天堑变通途带来的生机与希望。
小到个人脱贫致富的心愿，大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的小康》通
过精心选择的案例，全方位展现了开创新
时代、奔赴新征程的过程中，人民过上

新生活的美丽画卷。
以时间为线，以发展为轴，从“总

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
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的标准不断提
升，内涵不断拓展，要求不断提高。该
片系统梳理了小康之路的来龙去脉，详
细阐述了“人民的小康”这一发展理
念，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沉浸于小康之
路的建设和发展，于无形中体味小康之
路走来的筚路蓝缕。

呈现人民小康的千姿百态

如何更好地呈现“小康”这个概
念，如何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小
康”的深刻内涵？该片不仅讲述了小康
故事，更通过专家、学者和当事人的口
述，呈现全面小康带来的社会巨变。

通过该片，我们了解了湖南花坛县
十八洞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下，凭
借养蜂、苗绣、旅游、民宿等产业的发
展，成为小康示范村的故事。我们看到
了河南光山县东岳村走出了一条产业扶
贫的新路子，返乡创业的村民带领周边
120多个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喜悦。我们还
看到了中西部 22个地区的党政负责人立
下“军令状”，确保完成农村人口脱贫任务
的决心和信心。片中相关专家表示：“精
准扶贫就是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坚持务实
真干的工作方法，实现了一张蓝图绘到
底，不解决问题绝不收兵的攻关决心。”

要实现全面小康，就要向群众问办
法，向市场要收益，增加贫困人口的参
与度，发展特色产业，最终实现全面脱
贫，达到“人民的小康”。所以，片中的
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充分发挥党员的带

头作用和军人的团队精神，将共同富裕
之路走得更快。还有基层干部发出“如
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我想在任何地方
都不会有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解决贫困
问题”的感慨。

这些专家和亲历者的解读厘清了全
面小康的宏大国家叙事和脱贫致富的个
体叙事之间的逻辑脉络，呈现出全民奔
小康的多元路径。

展望人民小康的幸福未来

小康，是千百年来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和向往。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的憧憬已经变为现实。

湖北农民的 34本账本记录着一个家
庭从欠债45元到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历
程，玫瑰谷铭刻了三亚黎族村庄博后村

“老乡”脱贫的故事，江西寻乌甜橙映衬
着赣南地区的迅猛发展……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际，即使是偏远地区，通过
许许多多的“一条路”“一座桥”“一张
网”，每个人都享有了基本公共服务，实
现小康，奔赴幸福未来。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矢志不渝奋斗
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人
民跨过一道道沟坎，取得一个个胜利。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民为中
心的小康才是全面的小康。穿越百年，
梦圆今朝。透过 《人民的小康》 中一组
组民生数据，一个个今昔对比，一张张
幸福家庭剪影，我们看到了“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美好愿景已成现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大数据时代，数字媒介
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
发展，让人们真切感受到

“流量生活”带来的变化，短
视频也在这股潮流中获得
蓬勃发展。一方面，在智能
传播时代，跨国化、社交化、
情感化成为新闻传播的新
趋势；另一方面，李子柒、

“阿木爷爷”等草根网络红
人和重庆、西安等“抖音城
市”的成功“出圈”，充分印
证了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
对全球网民的巨大吸引力。

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
窗口之一，短视频平台在
国外也拥有大量受众，以
Tik Tok为首的各类短视频
APP 接踵而至，海量内容
丰富、制作精良的文化类
短视频受到外国网友的喜
爱和关注，也成就了大量视
频主播。在推动中国国际
传播转型升级，构建具有鲜
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
系方面，需要利用好短视频
平台开放、包容、参与、互动
的传播特点与先进技术优
势，创新传播方式，赋能文
化传播，让短视频平台成
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扩音器”。

发挥短视频平台“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作用，要扎根本
土文化，展现中华文化魅
力。为了构建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短视频平台发起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关话题，利
用高文化含量的内容做主
导，依托平台庞大的用户
群体和数据优势，发挥交互
式、节点式、即时性的传播
优势，着力提高中华文化国
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
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
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
导力，有效推动了泛娱乐
社交平台向更广阔的文化
内容领域拓展和深耕。

其中，视频类用户生
成内容通过短视频平台进
入海外网友视野，影响力
不断增强。以李子柒的短
视频为例，她的作品有效
融合了中国文化和风土人
情，让都市人群找到了一
种心灵的归属感，同时也
让外国网友感受到极具中
国特色的田园气息，堪称互联网传播时代中国式
的“田园诗”。她的作品没有刻意宣传中国文化和
传统技艺，而是用自己的劳动和质朴的乡村人形
象向世界各地粉丝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机会，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发挥短视频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的作用，要坚定文化自信，增进跨文化
认同感。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
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
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短视频不仅能展示中
国形象，更能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
和精神力量。“阿木爷爷”凭借一双巧手，不使用
钉子、胶水，利用卯榫技术把寻常的木头变成精
巧的工艺品，令外国网友惊叹这是神奇的“中国功
夫”，他也被誉为“当代鲁班”。相关视频让国外网
友见识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传统技艺，更重要
的是，他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努力生活、自
力更生的优秀品质。“阿木爷爷”性格开放、谦
和，展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进
了跨文化认同。李子柒的视频，也让外国网友感
受到中国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发挥短视频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作用，要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提升国际传播
能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因
此，正确处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不断推进传
统文化与融媒体的深度融合，创新内容传播模式、
增加受众新鲜感，增进受众的互动交流至关重要。
只有创新理念、内容、体裁、方式、手段、业态、体制、
机制，做到既有思想的说服力、文化的感染力，也有
道德的感召力、情感的穿透力，才能赢得人心、凝聚
共识，让中国形象更加鲜明、更加亲近。

据统计，2021 年 Tik Tok 美国用户规模突破
5000万人，2021年1月抖音及海外版Tik Tok在全
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收益近1.28亿美元。近
年来，短视频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和立体式的传
播渠道，起到了连接海外受众和中国文化的枢纽
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我
们要做到既有传承也有国际化、既有创新也有坚
持、既有内涵也保证多元化，推进中国故事和中
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
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同时，我
们也要创新体制机制，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
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利用重要国际
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自媒体等平台和渠道
发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以多种方式向全
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基于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短视频平台能够根
据相关性特征、环境特征及热点特征等，系统筛
选出优质短视频内容，传播路径转换为“点对点”
的社会网状传播，充分发挥渠道分发和表达机制优
势，又集纪录片、文艺片和商业片为一体，具有极
强的文化穿透性。未来，短视频平台有望成为世
界各地民众接触中华文化、认知立体多彩中国的重
要渠道和跨文化传播行之有效的方法。

抖音平台，一条独特的“美
妆”短视频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短短15秒中，一位现代装扮的潮
酷女生伴着节奏鲜明的流行音
乐，快速拿出不同的化妆工具、
化妆品和京剧头饰，画面一转，
她就换上了京剧花旦装扮，做出
照镜子的俏丽姿态和优美手势。

这样的“转身变装术”获得网友的一波热
评：“第一次看到‘美妆’融入了京剧元

素。”“好漂亮，京剧演员的眼神会说话。”
“看了视频就爱上了戏曲。”

这位“京剧美妆博主”王梦婷毕业于中
国戏曲学院，目前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
团演员。2017年，她因为一条偶然拍摄的展
示京剧基本功“转眼睛”的短视频而走红。
从那时起，王梦婷常常在抖音发布《红娘》

《贵妃醉酒》《红灯记》中的京剧经典唱段，还
细心地配上字幕，为更多的人降低欣赏京剧
的门槛。此外，她还热衷于普及京剧小知
识，如用剪影造型介绍京剧指法，揭秘京剧
演员化妆、梳头的全过程，分享京剧不同角
色鞋子中“内增高”的奥秘……至今，她的个
人抖音账号已经拥有 88 万多位粉丝，超过
645 万点赞量，很多粉丝是“90 后”“00 后”。
王梦婷备受鼓舞：“新媒介跟传统艺术并不
冲突，它在京剧和观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
开了一扇窗，让观众知道京剧很精彩，是我
们的文化精华。能通过短视频社区平台为
普及京剧做点事，我觉得很有意义。”

光鲜亮丽的表演背后，是常人难以想
象的艰苦付出。京剧讲究唱念做打、手眼
身法步，王梦婷饰演的花旦角色往往既要
能唱能跳，还要会武功，这些都要求从小

持之以恒的训练和扎实全面的功底。王梦
婷 7 岁就开始住校学习京剧，吃了很多同
龄孩子没有吃过的苦。她回忆，学戏时常
常早上天不亮就去公园喊嗓子，练功时还
要克服胆怯心理。比如学《挂画》这出戏时，
她要站在一个比自己还高的椅背上跳来跳
去，表演双腿立、单腿立和“凤凰展翅”等动
作，周围是坚硬的水泥地。正是在无数次
摔倒又含泪爬起的过程中，王梦婷打下了

“跷功”和“椅子功”等扎实的基本功。
王梦婷先后跟从十几位老师学戏，后来

拜入京剧名家孙毓敏门下。孙老师要求严
格，王梦婷一刻都不敢懈怠。除了跟老师们
学习京剧唱腔、表演，王梦婷也耳濡目染了
她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怎样做人。比如
孙毓敏就曾说过，京剧不但要继承，也要有
创新，有自己的特色。王梦婷特意在她的抖
音上发布了 80高龄的孙毓敏精神十足地用
中英日三国语言演唱《苏三起解》的片段。

近年来，王梦婷创办了小留香社京剧传
艺班，复排失传剧目《盘丝洞》《大劈棺》《纺
棉花》，还参与排演了新编剧目《惜·姣》《大
宅门》。最近，她正在创作一首包含戏曲元
素的歌曲，取材于昆曲《牡丹亭》选段《游园

惊梦》。在王梦婷看来，创新是为了让古老
的艺术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她说：“如果
说传承就像我们走在前人搭建的桥上，那
么创新就是把这座桥搭建得更长，让后人
继续往前走，并且走得更远更久。”

在央视频播出的系列短视频节目 《连
环画里的党史》 中，昔日黑白连环画用静
态画面讲述的故事，通过短视频“活起
来”了：

一个大脑袋、三根头发、蒜头鼻，张
乐平笔下的漫画形象三毛，被一笔一画地
勾勒出来。1947 年，《三毛流浪记》 面世。
短视频将三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截然不同
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进行了鲜明的体
现；《红日》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
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孟良崮地区
歼灭国民党整编 74 师的故事。短视频中，
我军向敌人开火的机枪喷吐着红色烈焰；

“不说，十个指头都钉上！”“钉吧！共产党
员的意志是钢铁。”根据连环画《红岩》改
编的短视频中，江姐面对敌人的威胁，作
出铿锵有力的回答……

连环画集绘画、故事一身，拥有广大
的读者群，已经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上海
是中国连环画的发祥地，早在上世纪 20年
代就出版了各类“连环图画”，新中国成立
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连环画创作
重地，出版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题

材和军事斗争题材的连环画。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与上海总站共同策
划制作推出的这一系列短视频节目，讲述
了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中的党史故事、党史
人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这些连环画是怎样“活起来”的呢？

央视频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作人员首
先选取连环画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进行内
容的二度创作，既要保证观众在短时间内
了解故事的背景、梗概，又要突出关键人
物和情节。再将所需部分的连环画进行扫
描，完成从纸质版到电子版的转换，配好

解说词。接下来要让静态的画面动起来。
以 《红日》 为例，后期动画师为枪炮加上
火花和烟雾，并作了位移动画；音编师为
画面配上了枪炮声、喊杀声等音效，还为战
斗场景配上了紧张的音乐。值得一提的是，
独具匠心的工作人员还在其中穿插了同名
电影片段，为连环画里的人物配上电影中同
一个人物的声音，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融合在一起，丰富了短视频的表现力。

短视频还呈现了对连环画创作者或其
后人的采访以及创作者手稿、照片等资
料，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当年的创作历程，
讲述了幕后故事。连环画 《红日》 的创作
者汪观清如今已经年过 90。他介绍，这
部连环画的创作历时 3 年。当年他几度奔
赴山东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画好一部分
画稿后，他请解放军战士审看，战士们还
为他讲解战场情景，示范拼刺刀动作等，
所以在画家笔下，我军将士性格鲜明，栩
栩如生。

央视频有关负责人说：“每个时代有每
个时代的艺术呈现。我们希望通过新媒体
的表现形式，为连环画这个艺术门类赋予
新的生命力，让经典作品在时代变革中赓
续传承。”连环画《红岩》创作者顾炳鑫之
子顾子易说，这部连环画他常看常新，“烈
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的英雄事迹
和不朽精神会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永
远鼓舞我们。”

讲好人民小康的中国故事
杨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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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里的党史“活起来”了
本报记者 苗 春

王梦婷：为传播京剧搭建桥梁
张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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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国，以绥四方。”这是关于“小康”一词
的最早记录，源于《诗经》。千百年
来，小康是我们一直所追寻的，它一头
连着民族梦想，一头系着百姓生活。

如今，从城市到乡村，生活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过着殷实
幸福的生活，有着绿水青山的环境
和安稳牢靠的保障，享受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分享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喜悦。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
出大型专题片《人民的小康》，通过
历史回溯、奋战小康、展示阶段性
成果、小康社会全面发展、未来展
望5个主题，展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生产生活水平质的飞跃，用镜
头记录中国全面小康的生动实践，
辉映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王梦婷演出《挂画》。
本文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王梦婷在抖音用剪影介绍京剧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