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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一周年

等重大节点，浙江卫视于 2022 年 7 月 4

日—6 日播出了围绕“共同富裕”重大

主题，以艺术振兴乡村为“小切口”，

描述共同富裕“大场景”的 3 集纪录片

《美美乡村》。该片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

导，浙江广电集团、宁波市委宣传部联

合出品，浙江卫视蔚蓝工作室承制。通

过生动讲述“艺术振兴乡村”的中国故

事，《美美乡村》 不仅为观众展开了一幅景美、

人美、生活更美的共富画卷，更为大家传递出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浙江精神。9 月初，

浙江卫视 《美美乡村》 还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

今年第二季度的优秀国产纪录片。

一、记录“艺术振兴乡村”全貌，斩获收

视与口碑双丰收

自开播以来，《美美乡村》凭借其独特新颖

的视角、生动可感的人物故事、平实真挚的镜

头语言，不仅取得了省级卫视同时段第三的收

视佳绩，也收获了冯骥才、阮仪三等专家学者

的赞誉，如冯骥才教授称“需要更多像 《美美

乡村》 一样的作品，用更接地气、更细腻的视

角去记录和传播中国的乡村文化。”以及《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等媒体

刊文肯定。如《人民日报》发文称，“《美美乡

村》 的生动性在于让不同劳动技能、不同发展

起点、不同破题思路的村民纷纷出镜，现身说

法探索之路，激发更多人用艺术改变乡村的勇

气。”还有 《中国艺术报》、纪录中国、主编温

静等媒体也发表评论，如主编温静发文称“围

绕艺术振兴乡村的宏大主题，《美美乡村》着力

刻画有血有肉的人物和细节，通过情节的推动

和命运的起伏，令大家拥有一种追剧般的体

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向云驹也发表文章称《美美乡村》“在新闻的

‘发现’和美的‘发现’上都有过人之处又相得

益彰”，赞其是一部具有独到的创新价值，值得

人们把目光投向它的好作品。

紧扣浙江党代会上新提出的浙江省域品牌

主题词“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浙江卫视将

《美美乡村》的宣传主题定为“诗画江南，活力

浙江。美丽乡村，美美与共。”围绕这一宣传主

题，浙江卫视联合“美丽浙江”短视频账号进

行大屏小屏联动宣推，在节目播出期间输出亮

点短视频，打造爆款，《美美乡村》短视频总播

放量破千万。除此之外，还有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学习强国等央媒省媒联合报道，浙江广

电矩阵、宁波市级媒体矩阵，“浙江发布”“美

丽浙江”、《浙江日报》 等浙系矩阵合力传播，

让更多人能够在《美美乡村》“美好共富”的图

景中，领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无限魅

力。纪录片播出后，有观众评价 《美美乡村》

是一部关于“艺术振兴乡村”的生动影片，从

小切口刻画共同富裕大场景小切口刻画共同富裕大场景
——《美美乡村》绘就艺术点亮乡村真实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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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领略到了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和乡村治理的崭

新气象。

二、展现“艺术振兴乡村”全貌，为“共

同富裕”写下注脚

浙江东南沿海的小乡村就是浙江艺术振兴

乡村的典型代表，纪录片 《美美乡村》 运用纪

实的手法，通过《村里来了艺术家》《村民成了

艺术家》《美美乡村看今朝》 3 个篇章，展现了

艺术振兴乡村实验的全貌。从第 1 集乡建艺术

家的“成长史”，到第2集艺术对口帮扶的“山

海情”，再到第3集艺术振兴乡村的“新生代”，

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注入到了这场艺术改造乡

村、艺术推动共富的行动中来。《美美乡村》不

仅记录了艺术振兴乡村模式从无到有到遍地开

花的过程，更记录了这一模式对众多普通村落

发展的启示性意义，展现了模式自身不断迭代

焕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当牛粪山变成了“聚宝盆”，当村民将半闲

的屋子贡献出来改造成美术馆，当 100 多名留

守儿童有了自己的课外书，当传统的布依族刺

绣找到了创收方式，当原汁原味的地方小吃有

了洋气的新包装……村民的口袋富了，心里美

了，眼界大了，一个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小乡村，便成了“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最佳注脚。在 《美美乡村》 中，

艺术不仅让乡村旧貌换新颜，也是为村民创收

的好方式。它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动力，唤醒了

村民的创造力。在第 1 集中，村民对丛教授的

授课反应平淡；在第 3 集中，由段红娇主导的

村民动员大会却座无虚席。这种“首尾呼应”

的态度转变，正表明通过两年的艺术改造，村

民达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怀揣着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在打造美

好活力浙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如今，从浙江

沿海一隅到临近越来越多的乡村，艺术振兴乡

村模式正由点及面在浙江铺展开来，向着更广

阔的维度和更深的层次发展。

三、亲和力与感染力并存，深入乡村肌理

挖掘人和事

《美美乡村》 采取“纪录电影”的创作手

法，集采访、口述、实景拍摄于一体，同时由

村民进行部分演绎和再现，将“艺术振兴乡村”

的大主题，转化为生动可感的人物、故事和场

景，分别从艺术在一个村庄的唤醒、村庄与村

庄间的帮扶、社会与乡村的共创 3 个角度，讲

述艺术如何在浙江的乡村落地生根，并由此出

发，在各地开出美丽花朵的故事。自播出以来，

凭借亲和力与感染力并存的镜头语言与叙事表

达，《美美乡村》让很多观众也沉浸到了田园艺

术与乡土情怀中。“村民将我们从漂浮的空中拽

入到真真切切的中国大地上，真实地感受那种

从中国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朴素的、真诚的、实

实在在的情感。”这是最后一集里，一位年轻学

子在参与驻村实践后的感慨，也道出了许多观

众的观后感。

为了将沾着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

乡村艺术挖掘之旅，用鲜活灵动的方式表现出

来，主创团队潜入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度挖掘

真实动人的故事。如乐观开朗的手工艺术馆女

主人袁小仙，不断转变对艺术态度的“倔老头”

葛德土，以及把儿时记忆装进乡间酒吧的80后

追梦人葛品高，一直在思考和践行传统戏曲现

代表达的葛招龙夫妇等等，鲜活丰满的“乡建

艺术家”群像，展示着新时代农民形象和乡村

治理新气象。而在人的背后，是镜头聚焦下好

似存在于电影中的乡村，从青山、毛竹、溪流、

卵石，到村民因地制宜采用贝壳、石头、布头，

甚至闲置的房屋、废弃的物件打造出来的艺术

美景，《美美乡村》中的诗情画意让许多观众为

之动容。当人与景不断交汇融合，一幅展现浙

江大地不断“蝶变”的实践图景慢慢绘就，该

片也就完成了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细

腻解读。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乡村不仅

仅是对应城市的一个物理空间，也是文化传承

的基因库和样本地。《美美乡村》从浙江东南沿

海小乡村艺术振兴的实践故事入手，以乡村为

平台，以艺术为媒介，聚焦人物、聚焦内心、

聚焦共富，让艺术振兴乡村的创作主题与时代

脉搏共振，既展现了中国乡村振兴“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内涵，也展现了“诗画江南，活

力浙江”的乡风文明和地域文化，兼具艺术价

值与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总编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