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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摘要：党员教育电视片是党员教育的有效

载体，也是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开展党员教育的

重要形式。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受众对电教片

可看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党员教育电视片也逐步

走上了专业制片的路径，与电视台合作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形式。本文以 2022年浙江省党员教育

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纪录片一等奖作品《向海而

生》为例，探讨在主题先行的情况下，作为编导

如何运用电视艺术的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

活起来，达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关键词：党员教育电视片 编导思维 思

想性 可看性

党员教育电视片的直接功能是对党员进行党

性教育、主题教育和先进性教育，它的可看性对

教育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实践中，党员教育

电视片所反映的人物或事迹往往是各级党组织推

荐或评出来的典型，这就决定了编导在选题上是

被动的，掌握的资料也多以汇报材料为主，很容

易陷入模式化，造成千篇一律、照本宣科的局

面。与此同时，受众的审美意识和视觉心理期待

却在日日新、时时新，如何才能适应受众日益变

化的需求，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作为电视专题片的一种，党员教

育电视片本身也遵循着视听语言的传播规律，做

好选题解构、加强前期策划、深入基层采访、把

握文稿组织仍是值得着力的几个点，最后运用电

视艺术的手段形成合力，将需要宣教的主旨立体

呈现出来。

一、做好选题解构

刚接到拍摄《向海而生》这个任务时，委托

方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关于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嵊

山海岛走向共富的纪录片。共富是大主题，海岛

是特色，纪录片是它的类型。按照传统的定义，

纪录片需要有时间的跨度，有素材积累的厚度，

要展现某个目标的持续变化，这无疑需要一定的

时间沉淀。而本次任务时间较紧，沿用传统纪录

片的拍摄手法显然不现实。于是我们把对类型的

纠结放在一边，开始研究主题“共同富裕”。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人民群众的时代新期盼。它是一个总体概

念，如何把这个抽象的概念诠释出来，落脚点或

者说载体还是在“人”身上。基层党组织、党员

干部是确定的“角色”，那么“对手戏”该找谁

来搭，这就又得回到特色层面来考虑。劳动创造

财富，走向共同富裕离不开人民的生产劳动。劳

编导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活起来编导思维让党员教育电视片鲜活起来
——省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纪录片一等奖《向海而生》创作有感

方 芳 陈 佳

县域教育的需求，也深受学生、家长、老师的喜

爱，自然成为县级少儿节目的主要内容。但是，

怎样在同类题材中寻找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亮

点，需要对主题进行充分地挖掘和提炼。评委们

提醒，节目主题既不能缺乏思想性，流于表面，

又要防止用力过猛，拔得过高，显得刻意和牵

强。要在节目中展示少儿身心特点，将深刻寓意

包含在有趣生动的情节之中。

总体来看，2022 年度浙江省电视少儿节目

的进步是明显的，省广电局多年来对少儿节目持

之以恒的扶持也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县级台少

儿节目生产制作水平提升明显，节目栏目丰富多

彩，涌现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据统计，此

次评选中，县级台参评率和获奖率分别达55.9%

和57.1%，成绩喜人。评委们同时认为，对照浙

江电视台少儿频道和设有电视少儿频道的杭州

台、宁波台，县级台少儿节目队伍和人员也应相

对固定化，只有在相对固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

地实现专业化。进一步稳定和壮大县级台少儿节

目的创作队伍，有利于我省少儿电视节目生产水

平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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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了具体的劳动者、所在的产业、劳动的环

境等，再考虑海岛的背景，主要对象的选择应该

是与当地特色的海、渔等有关的劳动群体。这

样，我们就对选题所需要的人物载体有了一个进

本的构架。理顺了这些关系，再去考虑片子类型

的时候，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共同富裕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创造。生产劳动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变革在升级。这些变

化和当下的路径都可以记录，并指向未来。

图为俯瞰嵊山岛

二、加强前期策划

要做好一个专题，前期策划非常重要。在拍

摄《向海而生》前，我们需要围绕宣教的核心论

点开始精心设计和选材，因为明晰的编导思维可

以发挥很多作用。就嵊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们引领群众走上海岛渔村特色的共富路这一主题

而言，要改变居高临下、容易给人说教感的教育

片形式，就要对换主客关系，采用有叙述感的语

态，让群众成为故事里的主角，党政干部们则是

融入他们工作生活中的“朋友”“邻居”“领导”。

把老百姓的故事讲好了，也就从侧面把这些“配

角”们的形象立住了。同时，伴随纪事的起承转

合，主旨人物形象的树立也符合受众心理认知的

逻辑，从而更加有说服力。

第一是尽可能多地搜集素材，并认真查阅。

在采访前，要对所表现的人物、环境、主题等特

色元素有一个尽可能的全面了解。嵊山渔场曾经

的盛名跟产业有关，那么渔业资源衰退后当地有

哪些变化？渔民们的出路在哪里？干部们又做了

些什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尽

山”的美。“尽山”是嵊山的古称，一个特别有

诗意的名字，也道出了它的地理位置。“山至此

尽”是为偏远，偏远到很多舟山本地人都不曾踏

足，但偏远也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山海风光和保

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其中就有网络上很红的“最

美无人村”。其实到这一步，关于嵊山海岛特色

共富主题的产业面选择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二是找到合适的人，宏观叙事要与微观描

述相结合。人物是我们向受众输出价值的纽带、

情感的载体，应该具备几个要素：鲜活度、契合

度、丰富性和表现力。通过上一步，我们基本已经

确定了三个故事：一是传统渔民转产转型；二是网

红“无人村”流量变经济；三是尽山近海高端民宿

“云起”。这个环节主要通过与当地组织部的工作

人员对接，请他们推荐符合故事主题的人选，从

中挖掘党建元素、先锋亮点、教育价值等。

三、深入实地采访

尽管前期做了很多策划、设想和准备，在实

地采访中也会遇到变数，其中有挫折也有惊喜，

这也是采访的魅力所在，只有把采访做实做到

位，素材才会鲜活、有温度、打动人。在采访环

节中，提前设计问题、营造现场感、适当引导等

都是常用的一些采访技巧，但这类主题宣教类的

专题片，技巧过多的话反而容易造成生硬、不接

地气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了“共情”。

这次采访有几个点让我们有比较深的感触。

一是现场采访要灵活变通。在成片的第一个

故事里，当地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安排了一位船老

大接受采访，主要是介绍一些当地渔业管理、现

代渔业发展的情况，然而这位船老大面对镜头时

紧张得只能回答是与不是，好与不好。调整了很

多次，情况还是无法改善。当时时间比较紧急，

为了有较好的采访效果，我们赶紧请工作人员继

续寻找当地渔业转产转型路上其他比较有代表性

的人物，这才有了第一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夏伟

舫。通过和他初步沟通，我们发现他的表达能

力、本身的事迹和思想性都跟我们的主题非常契

合，于是当即约好中午一起出海去贻贝养殖海域

实地采访。

图为拍摄团队乘着养殖户夏伟舫的船出海前往贻贝

养殖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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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沉浸式采访更有利于交流。第二个故事

里的葛位成大伯是一位非常有亲和力的人，当他

跟我们讲起嵊山岛后头湾村往昔繁华的时候，眼

里光芒闪烁，感觉就像是家里的一位长辈。除了

回忆往昔，我们还问了他一些现在的生活情况，

比如有几个孩子、孩子们现在在哪里工作、为什

么不去城里跟孩子们一起生活等等。在这个过程

中去感受他对家乡海岛的情感，就像话家常一

样，距离感也一下子拉近了，他的状态也越来越

松弛，采访的那种无形屏障被打破。在说到老家

后头湾现在成了景点，村里每年给村民分红的时

候，葛位成自然而然地开怀笑道：“钱拿到了当

然是开心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特别是年

纪大的人，钱不太多了，共产党是好的，我们活

着就能拿点钱”。这个话听着很“土”，但很朴

实，说到了人的心坎上。受访者情绪的转折也很

真实生动，从下意识的高兴到由衷肯定党的政策

和方针，正是共同富裕在嵊山老龄人口身上的一

个真实呈现。

图为村民葛位成

三是探究式采访刻画细节。第二个故事讲到

原本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泗州塘村党总支抓住流量

的契机，将“最美无人村”打造成景点，壮大了

村集体收入。泗洲塘村党总支书记在接受采访时

说到了“当时没钱就去找投资”，如果到这一步

采访就停止的话，感觉就是“有是有了，但少了

点味道”，于是我们继续追问，找了谁来投资，

投资了多少，建设用了多少等等，用一种打破沙

锅问到底的方式，探究到了过程的全貌：找投资

—投资中断—工程停滞—党员干部们带头自筹资

金—群众也纷纷加入。“几个人如果你有（资金）

的，有多一点的就多拿一点，比如说有的党员干

部，我出五万，你出几万……”这一非常生动的

细节，把当时泗洲塘村的党员干部们锚定初心办

实事的形象一下子刻画了出来。再比如，在第三

个故事里，党员民宿经营者、嵊山镇旅游发展协

会党支部书记张启磊带领大家考察民宿产业，通

过深入的采访，了解到了“我们从泰国考察回来

以后，就有3家立马在自己的一个民宿内着手翻

新改造”的细节。类似这样的细节都很有画面

感，这就把思想性的东西形象化，很大程度加深

了论据的说服力。

四是开放式采访有亮点。不确定因素或许会

成为我们作品中的点睛之笔。全片结尾处的嵊山

镇基层党建项目“揭榜挂帅”暨村社干部“亮诺

践诺评诺”擂台赛原本并不在我们的拍摄计划

内。当时预计的拍摄已经要结束了，在打算离开

嵊山的前一天，我们询问当地的工作人员近期的

组织工作安排，得知了有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当

时就心里一亮，结尾的那块拼图有了。所以，采

访过程中不要设限划圈，把自己框在策划好的方

案中，保持一个开放式的姿态，能触碰到更多的

灵感。

再比如，在前期策划中，我们设计了后头湾

最美无人村景点开发后，村民搭上旅游经济快

车，在景点中经营小生意的场景。但由于当时受

上海疫情影响游客稀少，以及当时经营小卖部的

个体户，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拍摄，预想的场景大

打折扣。摄制团队员们决定深入到无人村里去碰

碰运气，结果偶遇了当时很难得的几波游客，碰

上了正在为老房子小吃铺重新营业做保洁准备的

村民唐亚雪，还收获了几段现场感十足的随机采

访。所以，采访过程不要担心没有和不确定，保

持一个开放的姿态，大胆心细地找寻，一定能柳

暗花明又一村。

图为村民唐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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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行文布局

《向海而生》全片行文布局采用经典叙事结

构，由点及面、以小见大，特别是把握几个要点

增强作品的吸引力。

一是叙事讲究情节化。在讲述每一个故事的

时候，面对大量的素材和复杂多样的情感，我们

需要寻找一个最佳切入点：“嵊泗嵊山岛，浙江

最东端的住人岛屿，从舟山本岛坐船，向东北航

行大约3个半小时后就能抵达。”舟山本来就是

海岛城市，而从舟山本岛到嵊山还需要再坐3个

半小时的船，这种偏远的概念一下子就形象起来

了，也勾起了受众的好奇心。另外在组稿过程中

适当地去设置悬念，营造一种落差感，让故事环

环相扣，扣人心弦。在夏伟舫的故事里，一开始

是响应号召的冲劲，却受到了没有经验没有技术

的打击；之后是步入正轨的欣喜却再次遭遇台风

的当头一棒；到后来有了嵊泗独有的水产养殖互

助保险兜底，生产越来越好。到了这里很多人会

觉得故事要结束了，结果又来一个转折，需要继

续投入资金实现环保浮子替换，养殖户们又陷入

纠结等。这个情绪是一直在起伏的，我们并没有

花太多的笔墨着力在基层党政干部们怎么做上，

但因为跌宕的情节，也呼应了“共富路”中这个

“路”的意象。这一路如何走来，留白部分启发

人们去思考背后的工作，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价值

输出的延续，利于叙事和传达价值。

图为渔办工作人员向贻贝养殖户讲解环保浮子替换政策

二是过渡力求自然化。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

人物的过渡要力求自然，不仅是语句衔接上的自

然，还要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成立。我们采用了两

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党员干部的采访来承上启

下，另一种是由点及面，从人到产业再到产业关

联性的角度去过渡发散，并且在过渡段，适当加

入了嵊山基层党员干部们的一些思路、做法等，

夹叙夹议，这样不仅不违和，也同时把教育价值

进行了输出。比如从最美无人村到民宿产业发展

过渡就采用了夹叙夹议，“2021年，村镇两级秉

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强了对环境卫生的综合整

治，并投资修建了从西洋湾连接后头湾的步道，

让美丽连成片、经济连成片，后头湾这步‘先行

棋’正带动嵊山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共富路上，践

行一个都不能少。与此同时，游客的不断增加也

为岛上民宿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行文

不会给人明显的断裂感，不出“戏”也就保障了

宣教成效。

三是点题要宏观大气。在做了所有的细节铺

陈处理之后，需要一个情绪的上扬、主旨的升

华，我们采用的是直抒胸臆，直接宣教，营造出

“面”的宏大感。“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渔场，

这一抹红润分外耀眼，引领着嵊山，在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海岛样板的路上，向海而

生，奋楫争先。”留下了一个“向海”“奋楫”的

意象，给受众留下对未来的想象空间。

图为嵊山向海视角

综合上述，通过编导思维在创作前中期的运

用，将抽象的党员教育思想内容形象化、可视

化，再加上摄制团队上山下海的实践和后期包装

的增色，嵊山海岛渔村特色的共富路子和党员干

部们的形象就立体起来了。党员教育电视片还有

很多叙事技巧、表现手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实

践，只有遵循电视创作规律，让内容、思想性、

艺术性与受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才能创造出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达到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教育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舟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