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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远超热播电视剧

“电视问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 !""!年，郑州电
视台的《周末面对面》就是一档类似于电视问政的节目。!""#

年，兰州市《一把手上电视》的节目被认为是国内电视问政节目
的先行者之一。!"$$年，“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的问责形式，已
经相当流行，出现在湖北、湖南、广东和河南等多个省市。

由于内容非常真实、具体，涉及到的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一
些民生的问题，形式上能够面对面地与政府官员进行互动，有
交锋、有火药味，各地“电视问政”的收视通常都非常好。

!%&! 年，武汉 《电视问政》 节目在 # 天内的收视率是同
时段热播电视剧的一到两倍；!%&'年，湖南经视《电视问政》
在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热播的情况下，收视依然坚挺，观
众没有被分流。
“一档非娱乐类节目如此紧扣人心、影响广泛且形成话题，

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湖南广播电视
台新闻中心第一副主任、经视频道副总监罗迎春表示，“一向
高坐庙堂的‘厅官’上电视跟大家面对面，不同于一般点对点
的领导下基层调研、现场办公，而是借助大众传媒，让官员们
接受全省人民的现场检验，群众当然期待又欢迎，影响力当然
不一般。”

直播、不讲套话、动真格

自从率先采取直播
后，武汉广播电视台的
《电视问政》备受关注。

据了解，今年的电视
直播分为 # 场，每天一
场，每场 (% 分钟左右。
届时，将有 '' 个负责人
走进演播厅，就食品安
全、养老服务、湖泊保护
和污染治理等问题，接受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布衣参事、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的问政和
评价。为了增强现场感和
说服力，武汉 《电视问
政》 还首次设立 ') 连线
环节，在场外新闻现场和
市民家中设立 ') 连线
点，反映场外观众的意
见、评论与诉求。

!%$$ 年曾在演播厅
观众席现场观看了首场电
视问政的武汉市民刘先
生，最开始“只有一个印
象，动真格”。!%$! 年，
他在家全程收看了电视问
政直播，“仍然感觉非常的震撼”。今年，他认为电视问政的
热度和锐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露锋芒。

确实，电视直播对政府官员的考验相当大。许多观众记
得，一些官员面对直播镜头流汗、红脸、语塞的画面：!%$!

年底，温州电视台直播了 !*个部门“一把手”的年终述职报
告，许多人大汗淋漓；!"&' 年底，四川巴中电视台的电视问
政节目中，有个区的副区长，一说套话就被主持人打断、一说
套话就被打断，弄得十分尴尬……
“官员们既要能讲得通理论，又要善于表达执政为民的情

怀，还要有解决问题的作风和能力。”罗迎春表示。他认为，
在电视上官员的思想、修养、作风、能力的高下优劣，能得到
一定程度的展现或暴露，电视问政能促使官员们以更强的紧迫
感、责任心强化群众观念，提高能力素质，全方位完善自己。

不只是一场“电视秀”

宁夏银川，截至 !"&'年底，电视问政节目播出 * 期，+*

名干部因“考试”不合格被行政问责，&*人被行政处理。
四川巴中，!"&'年 &月到目前，电视问政节目播出 ,期，

共问责 !+人，其中停职 !人、免职 '人。
湖北武汉，截至 !"&!年 -月底，通过电视问政节目，全

市共问责 (+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人、组织处理 &"+ 人，
涉及局级干部 '人、处级干部 '+人、科级干部 '*人。

电视问政并非说说而已，是“动真格”。“没有推诿，不
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去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武
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认为，电视问政采取的是一种倒
逼机制。要实现各级干部作风的转变，需要有一个长效机制，
电视问政只是手段之一。
“有人说，电视问政是一场秀，我认为这种作秀呢，对我们老

百姓来说，这样的秀越多越好。”武汉市民刘女士说。电视问政
不仅受到群众的欢迎，不少专家也对其持肯定态度。

国家行政学院专家王君琦说，阳光问政全媒体直播，让官
员直接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媒体监督、接受群众质询。加大对
权力的社会舆论监督力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许多地方采取电视问政方式
来探索解决问题的新的手段和方式，这是应该肯定的。不过他
也提出，电视问政要进一步探索“常态化”的发展。

继《小爸爸》等热播剧之后，近期荧屏家庭剧开始转向“养老”。近
日，由赵宝刚执导，刘涛、张铎、吕中、奚美娟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的
都市话题剧《老有所依》，在热播月余之后刚刚收官。该剧官方微博显
示，其收视率已经突破 &.。剧中所反映出的养老“困局”成为了人们热
议的话题。

从《奋斗》到《北京青年》，赵宝刚这次却放弃了擅长的青春时尚题
材，转向更为现实的领域，挑战“老”与“依”的话题。《老有所依》锁定了
三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该剧通过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家庭，涉及“双独”、
“啃老”、“空巢”等多方面问题，浓缩当今社会中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养老
问题，将两代人面对“养老”的恐慌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养老”比
“青春”似乎沉重得多，《老有所依》一举击中了这个浮躁社会的良心，或
许，这部有关暮年的温情话题力作会在这季寒冬中，给人一点思考。

养老，怎样安享一个有质量有尊严的晚年，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且
又“未富先老”的国家尤为迫切。《老有所依》共涉及三组家庭，主角江木
兰与吕西夫妇正处于事业的上升阶段，却也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压
力；将孩子视为生活重心的慈母亚芝，却不得不面对被“啃老”的心酸；
风光了大半辈子的老干部方琼适应不了退休后的寂寞生活，通过不断
制造“事端”向工作忙碌的子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不洒狗血、不雷人，
而是将“空巢老人”、“老飘族”、“啃老族”等话题熔于一炉，《老有所依》
无疑被一些观众称赞为“接地气”的现实之作。

电视剧是反映现实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实问题通过电视的呈现能
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反思，而无数成功的电视剧也证明了那些贴近生
活的剧目总是更容易打动观众的心弦，获得大家的认可。当然，养老剧
又绝不仅仅只是展示养老“困境”。正如导演赵宝刚所说：“《老有所依》
旨在让观众从剧中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家庭的珍贵、坚韧乐观的精神，
这不是一部单纯展现养老困局现象的作品，而是要树立几个当代人的
典型形象，他们积极应对生活中的所有磨难，用自己的爱与坚强为家人
构筑起一座老有所依的温暖港湾。”老有所依，依靠的是什么？是对子女
的信任，是并肩共渡难关的一份坚持。
《老有所依》带给观众的心灵触动是以往电视剧力有未逮的。除去

黄昏恋、争房产这些家庭剧中常见的“老年”元素外，“养老”，这个无论
国家层面还是家庭内部都无法轻视的问题，首次被举重若轻地推到观
众眼前。而相比较《老有所依》中对于养老话题的全景化呈现/随后播视
的《我家的春秋冬夏》则将切口缩小到了“黄昏恋”。杨立新饰演的父亲
人老心不老，试图以“假黄昏恋”回绝前妻复婚的请求，孰料在这个节骨
眼上却与阎学晶饰演的保姆“假戏真做”擦出了爱的火花。于是这场黄
昏恋便在 -个女儿与前妻的阻挠中艰难前行。虽然切入角度与展现手
法都不相同，但这两部黄金档电视剧都将视角对准了“养老”话题。真实
得让人不由自主地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

在娱乐至上的年代，坚守住写实的力量、保留一些质朴和无华，似
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养老剧一直是荧屏上的稀缺品种，这或许和老年
题材天然不亲近收视率有关。业内人士分析0养老成为现实题材影视创
作的新增长点，既能呼应五六十岁的荧屏主流观众的生活，也能吸引正

在步入上有老下有小行列的“夹心层”,%
后观众。《老有所依》等养老剧的出现，无疑
为今年屡创收视新高的现实题材剧增添了
一个新类型。如果说，!%&'年电视荧屏，开
年《小儿难养》掀起了育儿剧的高峰，《老有
所依》则以直击现实的“养老”话题为年底
电视荧屏圆满收官。和前两年婆媳大战、游
戏抗日等狗血题材剧充斥荧屏相比，现实
题材剧在即将过去的 !%&' 年全面开花无
疑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

相比前两年的火爆，今年微电

影的发展势头平稳了许多，但仍处

于一种自发、感性和无序的状态。

微电影表面风光，实际上已走到了

十字路口：是热热闹闹流行一阵子，

然后繁华落尽、寂寞成殇？还是洗

尽铅华、返璞归真，得以修成“正

果”？有待时间的检验。

微电影和“大电影”具有相同

的特质：都是用画面和声音承载叙

事、抒情，都讲求戏剧性和故事性，

都追求艺术审美和社会价值的最大

化。但与大电影相比，微电影具有

自己的个性：

从文化层面来讲，微电影是大

众文化、草根文化的体现，其文化特

质更多体现为一种大众话语权，普通

人可以通过微电影自由、感性地表达

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和情感。而大

电影更多体现为精英话语权。

从传播角度讲，微电影致力于

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实用性，既可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

宣传，也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宣

泄。微电影致力于反映生活本身，

而不是像电影那样，追求造梦和奇

观，对现实生活进行陌生化处理，

产生间离效果。

从产品形态和运营上讲，微电

影短小精悍、创意性更强，演员阵

容以非职业演员和群众演员为主。

投资少、创作周期短，播出平台是

网络和电视媒体，盈利模式是直接

的广告宣传和广告软植入，而不同

于电影的进院线、以票房为主要收

入。

相比于影视剧，微电影最大限

度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

会现象、热门话题、矛盾焦点、新

生事物无一不是微电影的创作题材；

一些在影视剧中无法表现、难以表

现、不便表现的题材，也成为微电

影的创作来源。

微电影内容丰富，但仍需不断

突破，比如今年以来开始出现了

“行业微电影”，讲述某个行业的人

和事，展现行业的精神风貌，像法

制微电影、旅游微电影、环保微电

影、公益微电影等，都已在社会上

凸显影响力。

目前，还有很多微电影内容比

较低俗、乃至恶俗。有的在标题上

故弄玄虚，有的打情色擦边球，造

成的社会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

微电影一定要承担起与自己的社会

关注度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去讴歌

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无论是讴歌现实、还是批判现

实，微电影都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

上；如果不真实，就失去了感染力

和艺术魅力。目前有一些微电影，

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在真实的故事

后面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

这种“光明的尾巴”不是不可以用，

但是要慎用，要有说服力和典型性，

不能脱离现实、削弱故事的真实性

和现实感。

创作要走向多元化。既要有类型

上的多元化，也要有表现手法、表现

形式的多元化。微电影可以多种多

样，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既可以有

纪实，也可以有虚构；既可以有后现

代、意识流，也可以有各种穿越、无厘

头，只要不是恶搞，都可以。

成熟、理性的微电影群像，应

当是影像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

实用，而又颇具美感，受众从中可

以看到针砭时弊的杂文式微电影、

美轮美奂的散文式微电影，明辨事

理的论文式微电影，和实用性强的

说明文式微电影，当然，还有扣人

心弦、引人入胜的小说式微电影。

过去的十几年里，影像的发展

经历了 12 时代的名不副实，原创

视频的不愠不火，终于迎来了微电

影的集中爆发，并形成了一股文化

潮流，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愿微电

影能走向成熟的明天，自由、真实、

富有责任地书写人生、书写社会和

历史。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教师，电影学博士）

!盛典

一到年终，各种影视颁奖典礼纷至沓来。国剧盛典、乐视盛典、百度沸点
最近在北京先后举行。后两个颁奖典礼将影视业与互联网结合，备受年轻人关
注。如 !%$' 年乐视盛典，以“乐视指数”大数据为基础，以乐视 34 端、
35678 端、39: 端、乐视 ;2·超级电视、电影大屏五屏的数亿网友的喜好为
“风向标”，评选出了 '%多个奖项。

颁奖典礼不仅是一年的总结，也是来年的风向标。!%&-年，被认为将是视频
网站营利的元年。各个网站如何各显神通？!%&'年乐视盛典就展示了 !%&-年其

在版权、自制和体育领域的重大战略。在版权大剧方面：乐视网首推“非常 +<&”
策略，即每季推出一部超级大剧和六部类型大剧，以及 !""部海量新剧；在自制
领域，!"&-年，乐视网将率先转型为互联网视频内容生产平台，制定 '+#!!内容
战略，每天两集、一年 '+#天不间断播放精品自制内容。

!非遗

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基地”命名暨颁牌仪式近日举行。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北京朝阳京
剧文化艺术中心、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福建南平市建窑陶
瓷研究所、莆田市善艺李氏工艺有限公司、康定大吉香巴拉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龙泉市夏侯文龙泉窑研究
所 (家机构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是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发起或作

为主要发起力量建立的独立法人机构。今年初，已有 -家单位和 -位传承人被
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

“问政”进入电视时间
“中小学强制搭餐为何屡禁不

止？”

“医生公然收回扣您难道不知

道？”

“!" 岁老太太的户口信息是男

性，为什么家属跑了三年都改不了？”

#$ 月 % 日周五晚 $#!&"，一向

以快乐和娱乐风格影响观众的湖南电

视荧屏，出现了一档名为 《电视问

政》的节目。来自全省各地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媒体记

者、普通群众代表，就“中小学强制

搭餐”、“医生公然收回扣”、“户口

信息更正难”等问题，现场向省直职

能部门负责人不留情面直接发问，令

几名“厅官”饱尝“红脸”“出汗”

“大考”的滋味。

除了湖南，还有包括湖北、浙

江、四川、河南、山东、宁夏等地区

的多地政府部门，都以“电视问政”

的形式来迎接群众对这一年工作的

“期末考核”。

养老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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