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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先进事迹报告会以其面对面的近距离沟通、

事件的再现、人物精神的深度提炼以及现场感

染力，成为典型宣传的普遍方式。但传统的先

进事迹报告会，由于形式单一，已无法满足群

众的审美需求。近年来，主题报告会形式的节

目逐渐成为电视荧屏的一道独有风景。如央视

栏目 《开讲啦》 就通过邀请“中国青年心中的

榜样”作为演讲嘉宾，引发青年对现实的思考

并给予心灵的滋养。又如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

堂》，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在其专业领

域为观众答疑解惑，发掘知识的乐趣，让普通

大众也领略到前沿学术的魅力。

让一方小小的讲台在电视镜头下，拓展它

的尺度，挖掘它的深度，展现其音画的魅力，

是电视导演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近三年，笔者

先后担任了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

州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2020 年“我担当

我奉献 我实践”温州市抗疫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会、2021 年“永远跟党走”温州市党史学习教

育主题巡回报告会的总导演。笔者试以此为例，

从内容筛选、多媒体手段运用、艺术手法选择

等方面谈谈地方媒体在电视主题报告会策划、

执行过程中的探索与思考。

一、从内容筛选开始进入创作
一场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要有贯穿始终、

节奏突出的主旋律。同样，一场成功的报告会，

鲜明集中的主题是贯穿其始终的主线，而围绕

主题进行内容筛选，是创作的第一步。这是一

个深入挖掘典型意义、进行典型定位的过程。

首先，典型人物的事迹丰富多样，然而引

发思考、给人以启迪的，往往是其背后深刻的

思想活动、心理过程和人生境界。优秀的报告

内容应该能为人们的思考提供有效的路径，加

深人们对先进典型精神的理解，在一种独特的

语境中，让受众升华认识、启迪人生，产生酣

畅淋漓的思想美感。

其次，典型是时代的产物。典型宣传所表

现的是一个时代最具特点的价值取向，因此要

把典型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定位，才

能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

由此，对于报告会的框架设计、材料组织，

我们一是坚持先进人物事迹与报告会主题吻合；

二是坚持时效性，相关事迹尽可能发生在近期；

三是力求体现“人民的主场”的概念，坚持选

择生动感人的、特别是从基层一线涌现出来的

先进人物。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

市主题教育首场报告会，我们选择了 7 位报告

人，其中有报社记者、排水工人、乡镇干部、

中学校长、消防员、疾控人和医生。这些报告

人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讲述了如何“坚守初

心、践行使命”的奋斗历程。在“永远跟党走”

温州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

涵盖了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公交车驾驶员、

变电检修工、民警、法官等，他们是这个社会的

“大多数”，平凡，却不平庸。这些报告人是实打

实地从人民中来，又走到人民中去的。这为良好

的传播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典型人物不是概念的图解，不是规

范的模具，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他们越具

有鲜明的个性、特有的精神气质，就越能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电视主题报告的策

划中，作为导演一定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典型

性格，形象地加以反映。

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主题

教育报告会中的报告人温州市排水公司工人李

正杰。近 10 年中，他下井完成了温州市区

2000多公里的管道疏通调查工作，被称为“温

州排水管网的活地图”。如何让他的形象更鲜

明？我们为他设计了几处颇具特点的自我介绍，

比如，“我是一名‘地下工作者’，雨水就是指

令。”又比如，“管道爬一次就会沾上难闻的味

道，最后发现这股味已经渗入我的衣物和皮肤，

成了我洗不掉的味道，我也就这样成为了一个

‘有味道’的男人。”“地下工作者”“有味道的

电视主题报告会探索与思考电视主题报告会探索与思考
陈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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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这既是对排水工人最直观的表述，也是

他任劳任怨、爱岗敬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描

述出现在报告会中，不仅引人莞尔一笑，也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如，在“我担当 我奉献 我实践”温州

市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中，有一对报告人很特

殊，分别来自毛里求斯和巴基斯坦的苏玛和豪

孟德夫妇，都是温州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疫

情期间，他们作为志愿者，连续22天在温州南

高速出口，为往来人员测量体温、核验身份信

息。他们俩都会一点中文，而且对中国特别热

爱。私下里，苏玛常会对我说：“中国真的太棒

了！我好想告诉大家一个最真实的中国！”显然，

这两位国际友人的身份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具有典

型性。于是我破例让苏玛和豪孟德一起上台，用

中文演讲。事实证明，他们的中文表达虽然生

涩，却充满了真挚的情谊。他们的讲述不仅感动

了无数的人，而且成为了世界看见中国的眼睛。

优秀的报告内容需要找到一个直击人心的

切入点。比如，在“永远跟党走”温州市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报告会中，报告人陈洁作为一位

眼科医院的医生，为了让患者摆脱黑暗、重见

光明，坚持十年带领“光明行”团队奔赴川藏

青高原义诊。在他们义诊随拍的视频中，有一

段素材令人印象深刻：一位接受白内障手术治

疗的藏族病人无比激动地说：“做完手术后，世

界就是我的了，高兴，太高兴了！”作为一个独

特的切入点，我们大胆地把 《“世界就是我的

了！”》设定为陈洁报告的标题，并以解释标题

的由来作为整篇报告的开场。这样的标题，乍

一看用词略显夸张，实则质朴无华，饱含了病

患对于“光明行”团队的感激之情，直击人心、

令人动容。

二、用好大屏幕，拓展舞台时空
区别于传统报告会，电视主题报告会的现

场往往设置有大型 LED 屏幕，由此，可以通过

多维度的表现形式，充分拓展舞台的时空限制，

进而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让真实触手可及。在

主题教育报告会的策划中，我们常常运用电视

艺术手法，通过文字、画面、音乐多种形式的

有机组合，来凸显人物动人的细节、再现感人

事迹。

比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

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中，我们充分利用视频的

视觉冲击力，向观众展现了排水工人李正杰在

井下抢修时地下管网爆裂的情景；疾控人林献

丹深入蝙蝠洞穴采集标本的工作场景等。这些

视频恰到好处地加入，让事迹变得形象化、立

体化、直观化。

又比如，在“我担当 我奉献 我实践”温

州市抗疫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中，当温州首批

援鄂医疗队队长陈身贤讲述抗疫经历时，我们

用大屏展现了他 80 岁老父亲给他手写的亲笔

信，并配以老父亲的原声朗读。这是一封在陈

身贤出征武汉的日子里，想寄却没有寄出的家

书。当老人颤颤巍巍的笔迹在大屏幕上出现，

当老父亲充满牵挂的话语在现场响起：“身贤，

很想念你，四十几天，如隔三秋……”观众仿

佛回到了那段疫情如黑云压城的日子，白衣天

使不计生死，舍小家为大家的英勇形象跃然而

出，令人感动不已。

三、抓好细节，于细微处见精神
报告会的核心是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对

于事迹的陈述要避免工作总结式、流水账式的

罗列，也要避免“蜻蜓点水”般的表面化处理。

对于人物事件，导演需要有所取舍，针对有情

节、有细节的事迹需要进一步采访、挖掘和提

炼，注意刻画那些最重要的细微之处。在电视

报告会的策划过程中，我始终提醒自已，不要

放过每一个动人细节，我们不仅仅要撷取最美

的花朵，还要让观众看到花朵上晶莹的露珠。

在和抗疫先进人物——社区干部陈姿的前

期沟通中，她朋友圈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

意。照片拍摄的是一双被磨平的鞋底。陈姿告

诉我，抗疫期间她负责的卡口，来来回回的步

行距离不过 200 米，她却生生在 20 多天的执勤

过程中把这样一双新鞋的鞋底磨平了。在报告

会现场，我们展示了这张图片。这一小小的细

节，是社区工作者辛苦付出最真实的写照。

在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主题

教育巡回报告会报告人——温州市疾控中心消

毒与病媒生物防治所所长林献丹的采访中，也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我

总给女儿编麻花辫。因为麻花辫最不容易散，

可以凑合维持两三天。但有时出差十天半个月，

女儿就只能披头散发地拿着梳子去敲楼上阿姨

家的门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却把一位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母亲和一个懂事的女儿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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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四、虚实结合，展现音画魅力
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让文艺形态融入主题

报告会成为可能。虚实相生，是一切艺术共同

的理论观点。以实生虚，因虚补实，实和虚相

生互化，相辅相成，可以使报告会的表现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比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

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上，当山福镇专职消防队

队长孙海滨讲述为救人而在山洪中牺牲的战友

周锦勇的事迹时，我们提取了一段周锦勇生前

录制的歌声片段，通过周锦勇影像和原声的重

现，实现了消防队员们和周锦勇在报告会现场

隔着时空合唱一曲《我是消防兵》的桥段。

在这里，周锦勇的演唱是“虚拟”的，但

与战友们“真实”的声音呼应、融合，仿佛英

雄依然在，兄弟不曾分离，展现了穿越时空的

曲折回旋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以及虚中藏

实的真情流露，令现场众多观众潸然泪下。

经过精心策划和执行团队的共同努力，从

2019—2021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

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等 3 台电视报告会均在

社会各界引发了较大反响。浙江日报以 《温州

用正能量引领大流量》 为题在头版报道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

会。浙江省广电局专门撰写《传递信心决心 汇

聚奋进力量——温州市广播电视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融媒体系列报道评析》 分别上报国

家广电总局和浙江省委宣传部。《初心力量——

温州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媒体

新闻宣传活动》 获得浙江新闻奖重大主题策划

创新奖一等奖。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

书记陈伟俊专门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

州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作出批示：“用‘身边

人’，讲述发生在温州的故事，由此演绎温州人

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形式新、内容真、传导性强、影响

力大。”此外，“我担当 我奉献 我实践”温州

市抗疫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永远跟党走”温

州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巡回报告会线上线下收

看观众也均达数百万人次。

真实是报告会最动人的力量，用最生动的

方式展现真实，是所有传播者的共同追求。要

想提高报告会的影响力、吸引力，提升传播效

果，还需要我们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与时

俱进，对报告会的内容、形式、电视艺术表现

手段等进行不断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第六届 （2021 年度） 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

评选工作，日前在杭州顺利结束。浙江广电集

团、各地市广电台 （集团）、相关高校和影视制

作公司共推荐报送参评纪录片作品62件 （其中

11 部作品因未及时备案或片子时长不足等原

因，没有列入评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经过复评、定评和向社会公示，最终评出

优秀微纪录片 5 件，优秀短纪录片 6 件，优秀

长纪录片 6 件，优秀系列纪录片 5 件；最佳短

纪录片 1 件，最佳长纪录片 1 件，最佳系列片 2

件，最佳导演 1 件，最佳撰稿 1 件，最佳摄像 1

件；最佳微纪录片空缺。这批获奖的纪录片内

容涉猎广泛，创作手法多样，制作精良。

一、选题内容广泛，立足现实

（一）反映地域文化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拍摄的短片 《鹰缘 30

年》 是用动物视角“鹰爸鹰妈共同哺育小猫头

鹰”“老屋一家悉心照顾猫头鹰一家”的人类视

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评选综述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评选综述
张潇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