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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解局】果不其然，南海又出事了

赵客配吴钩：

斗而不破，美国不仅是在搅浑水抖威风，也是在试探大家底
线。一切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虽然不轻启战端但也要时刻准备，
感觉敌人越疯狂我们心里反而越淡定。加油，中国梦一定会实现的！

学习小组《每届六中全会，都不简单》

若水：

希望把党建设好，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理论
路线，永远保持延安精神，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这样，国家和民族才会兴旺强盛！

望海楼《金砖机制为世界打造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金砖国家将打造更多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和需求的
解决方案，推动南南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代
表权和话语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从这个意
义来说，在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尚不完善的当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
是未来全球“善治”的主要动力、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来源。”

BBC、文汇报、香港新闻网等转引

南华早报、财华香港、路透社等转引

海外版文章《人民币并未进入贬值通道》

“压力虽在，但这并不足以让人民币走向单向贬值的通道。在当前
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下，美元走强等国际市场波动因素会带来贬值压
力，但人民币自身稳定的支撑因素则会推动其保持稳定，这是一个博
弈的状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因素，当前双向浮动要比单边波动的可
能性大，而且双向浮动应是一个常态。这也意味着，市场上所担忧的人
民币趋势性、大规模贬值是很难出现的。” （制作：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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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待已久”到每天“围观”

在微信文章搜索中，以“《永远在路
上》”为关键词，发现至少有 3000多篇文
章，在过去一周多时间里，谈论过这个电视
片。在这背后，是无数网友的热议和点赞。

而在微博搜索中，同样的关键词，则得
到了100多万条搜索结果。其中，大多是网
友边看电视边发出的感慨，人们对这个话题
非常活跃。
“年度大片”，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

不少人以这样的词形容这个电视专题片。这
并非玩笑，尽管没有明星大腕，但在这个片
中出现的大人物可一点都不少，本报新媒体
品牌“侠客岛”做了一个视频集锦，其中仅
副部级以上落马官员出镜的就有14位之多。
就连这个视频集锦，也在7小时之内，收获
了3万以上浏览量，热度可见一斑。

而本报另一个新媒体品牌“学习小组”
则在按语中直言：“虽然刚到10月，但估计
今年最火的专题片，应该是除了《永远在路
上》而无他。”这个判断不无根据，因为即使
在这个片出现之前，人们就已充满期待。

人民日报评论则用“全民追剧”来形容
这种现象，并总结说，案例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东方网则号召说，
“要追就追这个剧，《永远在路上》一集都不
能落”。

在百度指数中，从10月17日开始，《永
远在路上》热度陡升，从0直接飙升到5.7万
多，并在第二天达到顶峰，接近21万，其热
度持续至今不减。

人们纷纷点评的背后，是这8集电视片

在网上非常大的点击量，无论“中央纪委监
察部网站”微信公号，还是“央视新闻”微
信公号，发出的《永远在路上》高清视频与
文字解读，都获得了“10万+”（阅读量超过
10万）的待遇。

线上线下火爆的理由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提出的，在传播日
益分众化、对象化的新媒体时代，一部传统
的电视专题片缘何能成为舆论热议话题？另
外，一般来说，政论片往往很难吸引大量受
众，《永远在路上》是如何做到的线上线下都
火爆？

知著网撰文分析称，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大量细节化的信息呈现，没有过度

依赖宏大叙事结构。比如，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
书记白恩培的夫人张慧清索贿时，问人要的
是1500万元一个的手镯，而中纪委办案人员
更是直言，清理翡翠镯子时，“都是用一个绳
子一系，系起来一提”。

二是个人经历与故事化结合，这里面40
多个典型的贪腐案例，大都一一进行了解
读，并且是贪官自己现身说法。

三是多样的表现手段，以及贯穿始终的
“从严治党”主题，比如可视化、同期声、专
访等等。在落马官员现身说法时，所用的黑
白画面，也起到了非常强的视觉冲击作用。

而真正引起网友们大量围观的，正是落
马官员的现身说法。正如“侠客岛”所言，
“落马官员大多高级别，以这种方式出现在镜
头前，表现出的忏悔之真诚、信息量之大，
还是令人 ‘耳目一新 ’的”。

落马官员的“金句”，也火爆一时。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

城引起的讨论最多，他说自己“这一生的追
求真的是南辕北辙”，“人生都是现场直播，
没有办法重来”，“按照通常的退休年龄，这
将近一生了，居然因自己的错误这样收场，
何其悲哀”等，都在第一集播出后引起了刷
屏效应；其他官员也“金句”频出，白恩培
说自己，“鬼迷心窍，昏了头”；南京市委原
书记杨卫泽反思说，“我请人的时候我不喝酒
好像我不热情，然后他请我吃的时候，我不
喝酒好像不够意思”；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
文讲的故事则让人感慨，她回到自己插队地
方时，回到原来住的老婶家，老婶提出来希
望去北京她家看看时，“我真的不敢接话”，
因为两人生活条件“确实反差比较大”；重庆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则始终难忘
在被带走前，母亲得知他贪腐后打他、骂他
的场景……

网友“Rabbit_Lubaby” 看完后感慨：
“《永远在路上》这些落马的官员，过去曾
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有着较高的素质和文化
修养，过人的思想境界，却以这样的结局收
尾，己不正焉能正人！钱，害了好多人！人
生都是现场直播，走过的路回不来！未来的
路要走好！”

全民思考“全面从严治党”

“央视新闻”微信公号自己这样总结——
8集、400分钟、40多个典型案例、10余位落
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7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
者、纪检干部，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
上》很浓缩地告诉你，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是怎么治的，治出了什么效果。
作为一部摄制组奔波20多省市、拍摄40

余案例、采访 70余专家学者而成的精心力
作，这部片子显然不满足于只产生“围观效
应”，更多的是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反思。从目
前的舆情来看，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

隶属于新京报的“政事儿”微信公号总
结说，落马高官说到堕落的根子时，几乎无
一例外提到，自己作为“一把手”权利不受
监督和制约。文章联想到，今年1月的十八
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专
门指出“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其违纪
违法的原因和危害性。

网友“速溶的不止咖啡”说：“八集纪录
片《永远在路上》，一集没落的都看完了。作
为一个平民百姓，或许不能为反贪腐做些什
么，但这个真实的案例对每个人都是警醒和
教训。‘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反贪腐
要继续，而克己自律也要继续。”

网友“念念皆菩提”则用一首诗总结了
这部片子的主题：“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
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今对人民求忏
悔”。他感慨，那些昔日的大官大权们，昔日
的“英雄好汉”们，如今痛哭流泪现身说

法，充分显示中央反腐举措深得人心，充分
显示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

制度的作用，始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对于腐败问题着力强调的。而在强力反腐
与强大的制度建设数年之后，普通人开始越
来越多的理解，制度建设的不可或缺以及在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系建设中，
制度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正如网友“和-船长”所观察到的，“永
远在路上阐明了这样的道理：道德是道路上
画的线，很容易被车轮随意碾压。制度是道
路的路牙，有一定的高度，但是也不能阻挡
好多车越过。法律是路边的护栏，挡住了大
多数违规的车。作为高级官员没有路边的
‘护栏’出道犯错是难免的！”

而网友“记名和尚”的总结，不啻为这
部宣传片希望延伸出的主题——“贪也是人
性中的一面，怎样做到不想，不能，不敢贪
确实很难，所以反腐不是暂时而是永远，永
远在路上。”

10月27日，百度“搜索风云榜”上的实
时热点排行榜，第一位已经成为“聚焦全面
从严治党”。这个鲜明的主题，网友们已关注
多日了。

一头白发，一脸忏悔，语气沉重，甚至痛哭流涕……面对镜头，这些过去身居高位的官员，诉说

着自己对贪腐的后悔，和对从严治党的深刻体会。这些非常罕见的镜头，在电视上一经播出，就迅速

进入了新媒体舆论场，成为过去一周持续引起关注的话题。

永远在路上，这个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八集专题片，作为一个严肃的电视

片，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永远在路上》引起“全民追剧”
本报记者 刘少华

秋高气爽红叶美

▲ 10月26日，游人在

北京香山公园红叶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 近日，位于山东省章丘市垛庄镇小石屋村

山丘上的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美不胜收，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10月已是金秋时节，随着

近期气温下降，全国许多地区的

红叶已逐渐变红，形成“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的景色。这样的

风景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赏，大

家纷纷用手机、相机拍下美景，

在网络上与网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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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纪录片第一集画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