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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8 日，由浙江广电集团牵头打

造的重大文化传播平台启动，其核心载体移动网

络视听播放客户端“Z视介”正式上线，首批上

线14个频道，推出一系列题材丰富、内容多元

的视听内容。其中，作为浙江卫视重磅打造的人

文纪录片频道上线了一批以 《26 县纪事》 等为

代表的精品纪录片，通过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引

发网友共情共鸣，再次在全媒体视阈下“出圈”

传播。

2022 年 11 月 1 日晚 ， 纪 录 片 《26 县 纪

事》 最后一集 《山海》 在浙江卫视播出，代

表着 《26 县纪事》 纪录片完美收官，同时也

代表着笔者如同打了鸡血般工作的 9 个月落下

帷幕。在 10 天的播出季中，该纪录片收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各大网络平台的纪录片排

行榜中名列前茅，经各种编辑后的长短视频总

播放量超过 1.5 亿，这是对主创团队的高度认

可与鼓励。

2021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国务院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给浙江省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浙江省委省政府随

即发出 《支持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意

见》。在这个背景下，浙江广电集团迅速建立了

一支纪录片团队，拍摄浙江省山区26县的大型

纪录片。一部定名为 《26 县纪事》 的纪录片开

始了它的征程。

笔者参与了 《26 县纪事》 的创作过程，并

担任了第5集《山海》的分集导演，经历了资料

查询、艺术构思、调研踩点、实地拍摄、创作文

稿、后期剪辑近300个日日夜夜。这是一次非常

难得的业务历练，也让笔者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较

大的提升。经历整个创作过程，笔者对纪录片创

作有了更新的理性认识。

一、每个故事都需要深度挖掘

所谓“纪事”，笔者以为就是对发生过的和

正在发生的客观事件进行选择性的记录，事件当

中最为核心的应该是人的故事。有人认为只有叙

事型的纪录片才存在故事化叙事，其实这不免片

面，主题型的纪录片更需要用出彩的故事来凸显

主题。

2021 年底，笔者前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踩点。青田县接壤温州市，是享誉中国的“侨

乡”，那么它的共富故事一定离不开侨乡元素，

由于创作思路明确，很快就找到了故事的线索。

经过查阅发现， 2021年11月，宁波舟山港梅山

保税港区与青田县签订“山海协作”协议，建立

了“保税飞仓”，成功出海青田的农产品，产生

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为当地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

入。这是一条新闻简讯，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

得深度挖掘的故事，于是深入到青田县的田间地

头，在延绵的大山里颠簸了数日，终于找到了合

适的故事。

青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贫瘠的

土地资源迫使青田先民在有限的耕地上发挥无限

的想象力，稻鱼共生、农业轮作成了青田的农业

特色。然而传统农业只能解决温饱，为了奔赴共

同富裕美好的前景，青田县祯旺乡打破固有思维

的壁垒，种植起了甘蔗，做起了红糖工坊，借助

“保税飞仓”，利用广大的海外华侨资源，成功出

口数十吨红糖，人均增收数万元。在这个故事的

背后，是一群乡镇干部、果农糖农辛勤劳动的身

影，为了家乡富裕，他们起早贪黑、终日在泥泞

的农田里劳作。

“致富”的不易让笔者决定拍摄他们的故事：

用充满艺术感的画面展示红糖在锅内翻滚，糖农

在烟雾中挥楸的动人场面；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汽

主题型纪录片主题型纪录片““故事故事””挖掘路径探寻挖掘路径探寻
——《26县纪事》之“山海”创作谈

周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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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翻山越岭，运输红糖去“保税飞仓”的艰难过

程。整个段落既生动形象，又气韵流畅，在展示

古法红糖制作技艺的同时显现青田人吃苦耐劳的

精神面貌。笔者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场景、画面，

比如有一个情景再现的场景：一位青田华侨正在

给家乡的糖农通海外视频电话，在海外的那一头

是一位大姐，她强烈地表达出想吃红糖糕的愿

望，这边的糖农欣喜地告诉她，家乡的红糖马上

就能到达你的身边。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

纪录片播出后，不少观众留言，被主人公的

笑容所感染，被大山里农民的勤奋所感染，被他

们的“创业”故事所感染，这正是拍摄这个故事

的初衷所在。

二、纪录片的故事需要创造性的处理

纪录片的本质不仅是简单的客观记录，它更

应该是一种艺术创作，如果刻板地去表现真实，

它只是“记录”而已，无法达到艺术审美的高度

和思想深邃的深度，因此对客观真实进行“创造

性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创作主题型纪录片的时候，对既成事实的

合理改造，会让枯燥的客观事件更有趣味性。例

如，著名浙商企业“娃哈哈”在温州市文成县投

资建厂，这本是一个很寻常的浙商投资事件。在

和他们聊天中，笔者发现文成县迫切地想把自己

的农产品推销到县外，而“娃哈哈”也非常想挖

掘当地农产品以开发自己的新产品，双方虽有意

向，却都没有走出行动的一步。这时，笔者敏锐

地感觉到，推进双方的合作是一个不错的好

故事。

于是笔者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让文成

县代表带着自家有特色的农产品上门，在杭州娃

哈哈总部与老总宗庆后协商，这个场景有意思极

了，双方似乎忘记了现场有摄影机的拍摄，他们

施展了浑身解数进行谈判，无论是口沫飞溅的文

成县代表，还是一脸严肃的宗庆后，都展现出非

常真实的状态，这比任何摆拍都更深入人心。在

协商的来回拉锯后，最终，宗庆后一锤定音，决

定派专人去文成县的农村实地考察。接下来的故

事走向就很顺利了，专员在文成县考察了一种叫

“青钱柳”的农作物，经过科学测验，该作物对

治疗糖尿病有一定的作用，可以用作于“娃哈

哈”开发的新型饮料，这可谓是各有所得、皆大

欢喜。纪录片播出前，“娃哈哈”与文成县正式

签订共同发展的战略合同。笔者收到文成县感谢

信的时候，感受到了莫大的成功和幸福，因为我

们不仅拍摄到了故事的“亮点”，而且真正地参

与到了人们追求“共富”的事业中。纪录片不仅

仅是记录过去发生的故事，更可贵的是记录当前

正在发生的事情。

“共富”的故事各有各的发展，各有各的精

彩，笔者把3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集合在一个段

落里，表达出故事的创造性处理。

2021年，能够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和农产品上行“最初100米”的邮政快递网络在

遂昌县创立，这是全国第一家自动分拣且能快递

到村的邮政网络，将在遂昌县域180多个村庄设

立邮政快递点，给有“电商之乡”美誉的遂昌县

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除了发达的物流网络，遂昌

县还有一家专业的电商培训机构，名为“赶街

网。这同样是一家全国首创的民营培训机构。多

年来，培育孵化了多个带货主播、网红，设定了

行业规则，是电商培训界的“龙头老大”。物流

便捷与电商鼻祖，成就了名闻天下的“遂昌模

式”。

如何将“遂昌模式”的故事讲好？笔者以

为，创造性的处理不失为是一种好的结构方式。

2022 年端午节，天气湿热，笔者来到遂昌

县车前村。车前村被称为遂昌县海拔最高的自然

村，坐落于一座800米高的山顶处。这里风景如

画，气候宜人，但是山高路远，经济比较落后，

村里的年轻人都下山务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

村里留守。一位勤劳的女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现

状：王新新。她是一名嫁到当地的外乡人，心思

活络的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整合了村里的农产品

资源，带领村里的妇女们做长粽、采茶叶、种高

山蔬菜、养鸡养鸭。在“赶街网”的挖掘与培养

下，她做起了电商，把农产品卖向了全省，并成

立了在当地颇具盛名的“王大姐”品牌。短短几

年时间，车前村旧貌换新颜。然而，王大姐的生

意碰到了瓶颈，物流不便。进山到达车前村只有

一条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盘山公路，最窄的地

方不足2米宽。平日里，王大姐都是开自己的车

通过盘山公路到达山脚下的快递点，将快递发

货，顺带购买原料返回山顶，这一来一回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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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半天以上，这对一名“时间就是金钱”的生

意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笔者想到邮政快递能不

能真正做到 “使命必达”，于是联络了遂昌县邮

政公司的老总，希望他们填补车前村没有快递点

的空白，老总欣然应允。

接下来，笔者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设计了一

个环节：王大姐在山上家中打快递电话、快递员

接到指令迅速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夜晚赶到王

大姐家中，打包结束后开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位于县城的自动分拣网络就能高效快速

地将包裹发往全国各地。

拍摄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赶街网”已经将

“遂昌模式”推广到了许多城市，甚至还有远离

浙江5000公里的新疆阿克苏。2022年6月，正

值新疆疫情最为汹涌的前几个星期，笔者和“赶

街网”援疆小分队一起进疆。在新和县加依村，

笔者策划拍摄了一场传统文艺表演和网红推销产

品的特殊场景：欢快的新疆歌舞在葡萄架下激情

呈现、乐器工坊中喜不自禁的维族青年、马车上

笑靥如花的维族女孩、直播间里手舞足蹈的带货

网红，形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动场景，感动了

在场的所有人。这一幕幕精彩的画面被我们摄制

团队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不正是“共富”的欢歌

吗？这不正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处理吗？

三、发掘故事的戏剧性

除了人物与事件，故事还需要有一定的戏剧

性效果。而故事的“戏剧性”则赋予了纪录片更

大的传播性与更多的观赏性。

2022 年春天，笔者前往金华武义，参观了

当地颇负盛名的科技菌菇厂。这是浙江省第一家

拥有自动化生产线的工厂化菌菇厂，拥有数百个

标准化大棚，用数字赋能的方式解决了四季都能

产菌的农科难题，菇农则可以“足不出户”挣大

钱，大棚之上设立了太阳能板，不仅供应菌菇厂

的电力消耗，还能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市区。

“菌光互补”已经成为金华武义的样板型“共富”

工程，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浙江经验，值得

推广。

如果按图索骥拍摄，未免过于平淡。为了凸

显本片“山海协作”的主题，笔者跳出地域的局

限，询问当地的专家，当下的科技养菇已经走了

多远？陪同的老专家回答说，前些年，武义就有

一个种菇大户自愿前往新疆乌什县推广武义县的

种菌技术。这是难得的好故事。结束了在新疆新

和县的拍摄，笔者率领摄制组前往乌什县，去寻

找那位“种菇的老农”。乌什县位于天山脚下，

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最为偏远的县，离边境线仅

50公里，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数不到1%。穿越过

一片苍茫的戈壁，越过几座白雪皑皑的巨峰，眼

前突然豁然开朗，这是一片水土肥沃的绿洲，目

光所及皆是菌菇的大棚。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笔者找到了金华武义

菇农陈金生。这是一位貌不惊人的内地老农，岁

月如同刀割一般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皮肤黝

黑，站在一群维族人中间，却很显眼。见面的一

刹那，老陈脸上绽放出了笑容，似乎看到了亲

人。他絮絮叨叨地操着浓浓的武义方言交谈着，

走遍了他负责的菇棚，又领笔者与当地维族菇农

见面，并骄傲地介绍起由他一手搞起来的菌菇

厂。他说这一切都是来自浙江武义。当被问到在

新疆种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老陈笑着说，我听

不懂他们的维族话，他们也听不懂我的武义话。

吉厉厉是老陈在乌什收的徒弟，他们朝夕相

处，但他们的交流基本靠手脚比划。至于什么时

候可以回到武义，老陈说自己已经在这里干了5

年了，总有一天是要回武义老家的。这时候，出

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吉厉厉居然听懂了老陈的武

义方言，他涨红了脸，居然用汉语说道，陈工是

我们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他走了，我不喜

欢，他走了，我们不愿意的。富有“戏剧性”的

一幕就在一个维族人情急之中脱口而出，而且是

妥妥的汉语，可见民族之情有多么深厚。这记录

下来的一幕也成了本片最后的定格画面。

一部主题型的纪录片为何能够掀起收视热

潮，为何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与点赞，是因为

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让观众共情，但更重要的是这

部纪录片真真切切地反映了我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一系列创新成果。

《26县纪事》播出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

家军同志在2022年11月3日作出重要批示：“该

片选题精准、故事生动、制作精致，生动呈现我

省共同富裕探索历程，是媒体人主动作为助力社

会变革的鲜活案例。”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文化专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