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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3 年 12 月 18 日起，纪录电影
《大道十年》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银幕
上的《大道十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
腻的叙事手法，向观众展现共建“一带一
路”的非凡成就和心路历程。作为观众、
同时作为影片策划的我，端坐于影院，注
目于银幕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中央
新影的领导和导演们由合作伙伴慢慢变为
挚友。2023年，我作为策划，深度参与
了《大道十年》的创作过程，从影片创作
伊始，就一路伴随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集团）的拍摄团队。我亲历、见证
且参与了这次拍摄之旅，我和我的“小伙
伴”们用半年左右的制作周期，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的时间节
点，献出了诚意之作，其中用影像记录历
史、用情感讲述故事的艰辛与激情，我感
同身受。

纪录电影《大道十年》的出品和摄制
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
团），其历史可上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延
安时期。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危亡到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延续着纪录时代的光荣
传统，忠实履行着“纪录片国家队”和

“国家影像典藏者”的担当与使命。
《大道十年》 创作团队的“小伙伴”

们，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属于崭新
的一代人，从他们身上，我清晰感受到中
央新影人薪火相承的使命感。短短两个月
时间，我见证了整个团队，多路分兵，足
迹遍布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的20
多个国家，拍摄内容涵盖了共建“一带一
路”的大部分重点项目。他们克服了时
差、语言、气候等重重挑战和困难。他们
走过贫瘠的“金三角”，深入瘴厉流行的
南美雨林，在战乱侵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非洲、在干热炙烤气温高达70摄氏度
的阿拉伯沙漠留下奔波的足迹。从中国到
巴西，摄制组一行，先是历经两天飞行、
到达2万公里外地球的另一端，又辗转多
个城市不分昼夜，跟随项目建设者们一起
翻山越岭、穿越丛林；在老挝，团队成员
不习惯当地饮食，全组都先后被肠胃炎击
倒，但仍带病工作；在塞尔维亚，摄制组
曾与枪击案近距离擦肩而过，甚至有可能
遭到生命威胁……每当他们绘声绘色讲起
这些经历，作为从新闻行业退休的我，仿
佛回到我的青春时光。我相信，每个年代
都有对事业真诚与执着的人，而每一个精
彩的结果，都来自这份真诚与执着。

在影片中，我的“小伙伴”们积极主
动适应媒介环境、受众群体和国际传播的
变化，跳出了以往同类作品宏大叙事的惯
性思维，采用了微观叙事手法。这种手法
的运用，使得影片更加贴近观众，更加生
动鲜活。银幕上那些真实、生动、感人的
瞬间，积蓄着无数次深入的交流、无数公
里艰辛的寻访；充满情感与故事的每一个
细节、每一个镜头，都能让我们置身于宏
阔的历史，感受着人类所共通的喜怒哀
乐；每一帧画面、每一处声效的背后，都
让我联想起机房里、策划会上那些难忘的
不眠之夜，和痛苦快乐、欣喜遗憾并存的
创作经历。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曾说“人是历
史的创造者”。作为大时代中平凡的一分
子，我们共同见证着不同凡响的新“丝
路”历程，且以充满敬意与真诚的记录走
过载满回忆的2023年。我们以如此的方

式致敬历史、融入历史、参与续写历史，
与有荣焉，感恩满满。

《大道十年》的拍摄过程，对于每一个
创作者来说，都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和宝
贵的财富，对我何尝不是如此？记得在影
片首映礼后，有一位导演曾和我说：“特别
感谢那些短暂相逢却真诚以待的岁月。更
要感谢经历过的所有困难和挑战，因为这
不仅仅是一次记录的旅程，更是一次心灵
的洗礼。”我相信，她代表的是团队所有成
员的心声，她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0年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
美好的蓝图变为壮丽的实景；不到 1 年
间，一部记录这段历史的纪录片由我所参
与的策划变为银幕上合力呈现的力作。两
段历程，告诉着我同样的道理——“路虽
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顺便提
一下《风从东方来》五集电视纪录片获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2023年第四季度优秀国
产纪录片。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小伙
伴”们都将记住这段宝贵经历。我们衷心
地祝愿共建“一带一路”结出更丰硕的果
实，我也祝愿我们每个人的事业，“起于
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在平凡的岁
月里，用热爱与赤诚累积起无愧于己心，
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奉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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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而文学是所有文艺形态的“母
本”，文学阅读对于培养人文情怀、
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全民素质具有
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的意义在于读者的阅读，
文学所蕴含精神力量的传递也必须
通过阅读才能实现；没有读者，文
学也就没有了生命。新时代文学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是读者，文学必须
找到自己的读者、培养自己的读
者，以共同铸就巍然耸立的中华民
族精神大厦。

这就需要整合各方面文学力
量，大力培养文学读者，促进文学

阅读，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学阅
读氛围。比如建立“作家文学阅读
大使”荣誉制度，由中宣部、中国
作协牵头从中国作协会员中选拔一
批优秀作家，聘为作家文学阅读大
使。作家文学阅读大使每年需拿出
专门的时间主动深入乡镇、街道、
企业、学校等基层进行公益文学交
流、推广、服务，拓展作家与读者
的联系渠道，通过作家与读者面对
面的直观交流，激发公众的文学阅
读热情，挖掘潜在的文学读者。还
可以打造权威的“文学阅读榜”，由
相关部门联动，汇聚国内各文学出
版单位力量，发动广大读者积极参
与，根据阅读数据和读者、专家的
评审意见，分季度和年度分别发布
权威可信的优秀文学作品阅读排行
榜，像打造优秀影视作品一样，打
造一批读者广泛、影响深远、市场
畅销的现象级文学图书，逐步强化
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还可考
虑举办全国性的文学阅读和书评大
赛，建立权威的全民阅读公益网
站，为公益图书捐赠、线上图书阅
读、阅读评价交流建立可靠的专业
平台，打造权威官方的“豆瓣式”
文学图书评价体系。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培养文学

读者，在我看来，还有必要大力推
动当代文学经典进校园，提升文学
教育水平。比如由相关部门根据
大、中、小学的实际每年评选出一
定数量的优秀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作
为必读书进入校园，让学生了解中
国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跟上中国当
代文学的发展步伐，提升各层级学
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提高语文
教育水平和学生的文学素养、人文
素养。

此外，面对文学刊物的发行
量、文学类图书的销量均不容乐观
的挑战，如何畅通文学报刊发行渠
道，将“文学”送到更多人面前，
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文学报
刊订价较低，而通过网络及快递渠
道销售成本较高，订阅和线下销售
仍然是报刊销售的主渠道。针对线
下销售，我建议出版等部门研究制
定相关政策，在街头报刊销售点日
益减少的情况下，推动报刊发行企
业与城市各连锁超市联合，在超市
内设立文学报刊专卖货位，方便群
众购买文学报刊。

其实，为了保障群众的文化权
益，出版部门推动在全国农村等地
建立了“农家书屋”，工会推动在
工人集中的企业、工业园区、重点

建设项目工地设立了“职工书屋”
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文学阅读推
广渠道。在“农家书屋”“职工书
屋”等公益项目中，可以增加文学
图书书目和实际配备所占比例，在
农民、工人等重要而庞大的群体中
发现和培养文学爱好者，甚至是文
学写作者，如此既扩大了发行渠
道，又培养了文学新作者、新读
者。当然，线上渠道仍不可忽视，
特别是网络直播销售等新业态为文
学图书销售打开了一条新道路，并
在发掘和发现文学读者上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积极成效。对此建议由相
关部门推动，各大直播平台为文学
出版企业的图书直播销售提供流量
支持，共同打造一批文学图书销售
网红主播，将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传达给网民，特别是习惯使用网络
的年轻一代读者。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
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
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
想，涵养浩然之气。”希望更多人
参与到文学阅读中来，共同深化全
民阅读活动，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
量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作协副主席）

促进文学阅读 深化全民阅读
吴义勤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
是具有科学性的时代命题，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精神源
泉，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面向
未来的精神脊梁。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
财富，它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和精神，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传
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
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书画是中华文化宝库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特的形
式传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今社会，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美术工作者进行作品创作
的重要命题。扩大艺术文化服务的
校园参与，提供方式多样、角度新
颖、内容系统、品位高雅的艺术文
化服务供给，将中国书画艺术教育
融入其中……书画名师、经典作品
进校园能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提升其审美能力
和人文素养，增强其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
如何通过写好“中国字”画好“中
国画”思政大讲堂走进校园活动，
充分激发同学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兴趣，让学生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双向奔赴”，是我作为天津市
政协常委、民革天津画院院长所一
直探索的。

我从事书画艺术创作 40余年，
曾先后在国内多地举办个人作品
展，赴世界多国举办个人作品展及
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也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深入学校、社区开展
书法点评、书法讲座等活动，只为
让更多人了解学习书画艺术，热爱
传统文化。我个人在书画创作道路
上一直在传承中追求创新，因此，
在作品中既传承传统技法，也追求
艺术创新。工笔的精致、山水的豁
达、花鸟的情趣、书法的隽永，蕴
含浓郁的中华文化、满满的家国情
怀，才能凸显深厚的艺术造诣，浸
润绵长的文化传承。

作为艺术文化传播者，我积极

参与美育校园项目，通过线上线下
多次举办“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鉴
赏”“写好中国字”等系列讲座，系
统介绍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脉
络，详细阐述其演变过程等。积极
参与文化扶贫项目，随民革天津市
委会先后三次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
县昆寨乡新民村进行文化下乡活
动。积极参与文化援疆项目，2023
年在和田博物馆举行“文化润疆笔
墨和田——韩必省书画作品展”，展
览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特别是大中
小学生。由天津援疆前方指挥部、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以及我的工作室
共同创建的“韩必省书画艺术中
心”，将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加宽广的学习平
台，推动学校书画艺术教学质量和
成果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也将以书
画艺术中心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助
力学校文化建设，开展书画艺术交
流合作，打造好文化润疆的特色品
牌活动和交流交往平台，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以来，我
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针
对当前中小学生严重缺乏国学及传
统文化，书法技法、理论得不到传
承这一问题，建议加强和推进中小
学生书法教育，在中小学校配备书
法教师、开设书法课程，培养学生
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
质。因此，我将自己的履职重点放
在传统艺术教育上，先后调研多所
各省市地区的大中小学，记录各地
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向天津市政协

提交了 《关于促进天津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加强全民美育赋能的提
案》《关于让中国书画艺术走进课
堂，办好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教育的
提案》，提出加强乡村教育的师资
培训、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意
见，进一步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发
展。我在个人层面以文化和艺术创
作作为发展方向，关注文化和艺术
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议有
关部门加大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支持
力度，搭建一系列服务平台，为广
大青年艺术工作者提供更好机会展
示自己的才华，促进艺术多样化，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始终坚
持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创 作 导
向，坚持艺术根植于社会、设计
服务社会的育人价值风范；作为
民革天津画院院长，我倡导画院
艺术家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服
务社会，引导艺术作品“要以中
国文化精神为灵魂”，深挖中国大
地之美，打造东方意蕴传承的文
化载体，用艺术作品讲好中国故
事、天津故事。今后，我将继续
发挥自身行业领域专长，以书画
艺术为载体延伸社会服务内容，
积极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讴歌
时代风貌的高质量书画作品；矢
志不渝地做好人民满意的美育工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天津市政协常委、民革天津画
院院长）

弘扬中国书画艺术
韩必省

3 月 12 日，金庸故居开放仪式暨“在
海宁读金庸”分享会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
镇举行。修缮一新的金庸故居以全新面貌
正式对外开放。

金庸故居位于海宁市袁花镇新袁村赫
山房，是金庸的出生地，更是“金学”研究的
根脉地、查氏文化的传承地。为更好传承金
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高质
量打造文化展示交流平台，2023 年下半
年，金庸故居进行闭馆施工，全面修缮布
展。提升后的金庸故居分为“居”和“展”两
部分。“居”部分重在复原当年生活场景，呈
现金庸的出生成长环境与家族背景。“展”
部分以“文心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
为主题，展示金庸的传奇一生，从全国各地
尤其是香港搜集了金庸相关的大量珍贵资

料，如手稿、作品、原版报纸、改编的影视剧
等，很多资料都是首次公开展示。活动现
场，还举行了浙江省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实
践基地授牌仪式、金庸故居资料捐赠证书
颁发仪式，发布了袁花镇“两查故里”建设
方案。 （毛立军）

金庸故居开放仪式暨
“在海宁读金庸”分享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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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倡导全民阅读”“大
力推动全民阅读”“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到“深化全民阅读
活动”，“全民阅读”已连续 11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阅
读的源头是作品，文学作品
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本版邀
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
副主席吴义勤撰文，从他对
如何进一步促进文学阅读的
思考，管窥他对于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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