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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干事、干净做人，
《一诺无悔》央视热播展现公仆情怀

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代楷模廖俊波为人物原型，展示他践行诺言的责任担当———

脚下装着泥土， 心中装着百姓， 这

样接地气的时代楷模的形象该如何

塑造 ？ 克己奉公 、 清正廉洁的时代精

神如何通过荧屏来传递给观众？ 正在央

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 《一诺无悔》 给出

了答案。

这部作品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时

代楷模廖俊波为人物原型， 从他在福建

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任上的 “政和一诺”

出发， 展示了廖俊波 “肝胆干事、 干净

做人” 践行诺言的事迹。

“整个剧组都在以最大的敬意， 以

廖俊波精神来打造这部作品。” 该剧导

演欧阳奋强表示， “时代呼唤描绘英雄

光辉事迹的作品， 观众需要这样的精神

食粮， 那么电视工作者就有责任去讴歌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人民公仆的朴实情感
和非凡力量融为一体 ，角
色因此而丰满

廖俊波用短短四年时间， 通过发展

工业、 城市、 旅游、 回归四大经济， 让

一个省级贫困县转变为经济发展全省十

佳县 ， 让三万多贫困户脱贫 ， 创造了

“政和速度 ” 和 “政和传奇 ”。 这是廖

俊波的事迹， 但 《一诺无悔》 的剧情绝

不止于高度提炼过的工作成绩 ， 而是

凭细节塑造了一位有人情味的基层干

部 ， 在点滴中沉淀出一位人民公仆的

力量。

剧中， 在政和的第一次见面会上，

廖俊波掷地有声 ： “政和一定会大变

样， 今天我可许下了诺言， 一切为了政

和的光荣与梦想！” 四年时间， 廖俊波

的承诺变为了政和百姓人人称道的所见

所闻。 真实世界， 这位县委书记曾在工

作中过五关斩六将， 电视剧则以一集解

决一个问题的节奏有序推进， 将廖俊波

的形象留在荧屏上： 从帮助上屯村村民

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到查处小企业偷偷

排污的违法行为； 从力邀德国家族企业

代表保罗入驻产业园， 到帮助县医院引

进国际一流医疗设备； 从兴建电商产业

园， 到带着项目书亲赴北京说服浪潮集

团董事长……致力于脱贫攻坚事业的情

节主线， 以及散落在电视剧故事里的点

滴， 再现了廖俊波的工作场景， 还原了

新时代优秀基层干部的形象。

在主创们看来， 是真实的公仆情怀

赋予了创作最大的底气。 剧中廖俊波的

扮演者郭广平牢牢记住了一组数字 ：

“廖书记的车， 四年行驶了 36 万公里，

平均每天 250 公里。 是怎样一种精神让

他每天如此忙碌 ， 却又快乐工作着 ？”

他说， 自己在读完剧本后潸然泪下， 内

心为角色深深震动。 正因为此， “通过

这部剧让廖俊波精神传播得更远， 让更

多年轻人知道这位人民公仆”， 成为一

众主创由衷的希望。

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
有度的艺术加工， 以平衡
纪实感和艺术感

剧集播出以来， 观众跟随廖俊波在

政和一路走过， 情感起伏跌宕。 有评论

说，其中既有体察民情时的惊险 ，又有

招商引资的煎熬；既有不徇私不讲情面

的耿直，又有常年在外顾不上家小的愧

疚……让这些情感分外真实的， 是电视

剧朴实的镜头语言和写实风格。

“《一诺无悔》剧本极具阅读快感，作

为原始生活素材， 真实的人物与事迹本

身就感人。”凭借《红楼梦》中的“宝玉”一

角成名， 后担任电视剧导演的欧阳奋强

在高铁上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巧的是，

在接电话的前几分钟， 高铁电视上正在

播着廖俊波同志的先进事迹。 廖俊波的

事迹深深打动了欧阳奋强， 随即欣然接

受了制片人的邀请，在查阅过相关资料、

看过剧本前五集后， 欧阳奋强毅然决定

以自己的方式去追忆这位可亲可敬、可

爱可信的共产党员。

为了让剧中故事与人物更加真实、

接地气， 主创团队深入廖俊波曾经工作

过的基层环境体验生活。 从去年 2 月 26

日开机到 5 月 23 日杀青 ，87 天的拍摄

过程中竟没有一处 “主场景”，《一诺无

悔》 的外景量相当于通常三部电视剧的

外景量。 “这是因为廖俊波书记说过‘能

在现场就不会在会场’，他的工作都是在

路上。”欧阳奋强说。他认为，切身体验角

色的实际生活、 大量的扶贫事迹与素材

全面保证了该剧情节与故事的真实性。

“细节是一颗颗珍珠，依托在主线周

围，细节生动了，戏就愈发精彩。”欧阳奋

强对摄影、灯光、美术到音乐等拍摄的各

个细节精益求精，为了展现廖俊波“永远

在路上”，剧组在拍摄的过程中也较多地

运用运动镜头，体现人物的忙碌感。廖俊

波在政和任职期间，政和从“省尾”转变

为十佳县， 该剧从廖俊波上任初期、 中

期、 后期的外景变化来侧面烘托他的开

拓进取与苦干实干， 也让观众真切感觉

到身边旧貌换新颜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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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

记者范昕 ） 面对全

球艺术界受疫情困

扰而被迫停摆的困

境 ， “一带一路 ”

艺术上海国际博览

会率先启动筹划已

久的 “线上博览会”

功能 ， 将于 4 月底

开通线上展示 、 交

易功能 。 同时 ， 为

减轻入驻机构的负

担 ， 这个艺博会宣

布免除两年的线上

服务费 ， 为艺术行

业 “复工复产 ” 注

入动力。

作为国内首个

综合性艺术服务平

台 ， “艺术上海 ”

不仅在传统的线下

艺博会方面不断优

化升级 ， 在艺术品

交易模式上也尝试

着先试先行的布局。

去年首届 “艺术上

海 ” 平台建设筹划

时 ， 已确立线上线

下联动并举的发展

方式 。 在近期提前

完成支付系统的驳

接开通后 ， “艺术

上海 ” 将成为一个

全年 365 天开放的

线上博览会 ， 集交

易、欣赏、社交、资讯

为一体 ， 形成全新

的展览交易模式。

为艺术界 “复

工复产 ” 而精准施

策 ， “艺术上海 ”

线上博览会则出台

了多项帮扶举措 ，

例如 ， 让画廊机构零成本入驻长达两

年 。 这个艺博会也将携手 M50 创意园

区等， 为园区内艺术机构实现零成本拓

展传播、 推广、 销售渠道， 因疫情影响

而无法在线下举办的特展， 可以首先通

过 “艺术上海” 线上平台与海内外艺术

爱好者见面， 发展潜在买家， 创造销售

业绩。

文化

“吵”不出一片天下，更“炒”不出美丽未来
王彦

选秀类综艺近来频频引发话题。

正在进行时的 《青春有你 2? 每

周更新两次 ， 每次必会刷屏式上热

搜 。 已结束十多年的 《2006 超级女

声 ? ， 因综艺 《王牌对王牌 ? 里的

“情怀杀” 内容被翻出了陈年往事。

无论是青春美少女， 抑或在魅力

绽放的正好年纪， 被人们关注都可以

是好事一桩。 然而， 近来的这些高热

度话题及所涉艺人 ， 实在谈不上光

彩。 其中， 有因业务能力差屡上微博

热搜的， 有因私德缺陷被大众广泛质

疑的， 还有打着 “真性情” 旗号实则

相互杯葛而引发无休止骂战的……

探究这些热搜 ， 都可归为一个

“吵” 字： 是吵架， 也是炒作， 结果

都脱离不了一地鸡毛、 嘈杂喧嚣。

论实力， 申冰、 申清、 申玉、 申洁

四胞胎都属平平无奇。 可带有竞技性质

的 《青春有你 2?， 却围绕她们 “吵 ”

过几个回合。 节目更新日， 姐姐们为小

妹抢中心位， “抱团欺负老实人” 的戏

码 “值得一吵”； 节目不上新时， 大姐

被曝涉嫌插足他人婚姻， 关乎道德底线

更要 “大吵特吵 ”； 待到验收舞台时 ，

既然四胞胎已惹众怒 ， 那就追着靶子

“痛打”， 节目靠剪辑整出一波奇情连续

剧。 姐姐妹妹的戏码未落幕， 同为训练

生的李熙凝又被硬生生炒出热度。 其实

早在首期开播前， 她已低调退赛， 可节

目上线第三周， 这位训练生中 “查无此

人” 的姑娘在排练时出尽洋相的说唱被

炒遍全网 ， “淡黄的长裙 ， 蓬松的头

发” 掀起了各类平台的猎奇狂欢。

无独有偶 ， 十多年前的几位 “超

女” 也把网络当成了辩论场。 嫌 《王牌

对王牌? 的后期处理太温柔， 许飞率先

在微博开腔， 火药味浓郁的发言迅速占

据热搜榜首。 随后， 尚雯婕回应， 韩真

真 “力挺”， 公众号挖陈年旧账、 发集

体感慨 “女生和女生间没有真友谊”。

聒噪无比的狂欢里， 流量变现思维

被一次次置顶———没有实力 ， 那就靠

“吵架” 博眼球； 没有矛盾， 那就凭渲

染矛盾也要让流量实现效益最大化。

如是思维， 恰是当下演艺圈值得警

惕的投机风气。 某些艺人信奉 “黑红也

是红” “负面热度总胜无人问津”， 不

惜自毁声誉但求能有一 “吵”； 某些节

目患上 “热搜依赖症” “词条依赖症”，

艺人私生活八卦、 谁与谁不合、 谁名次

不公等， 都能 “吵” 到大众眼前。

殊不知 ， 这样 “吵 ” 上热搜的样

子， 真的与美无关。

从 2004 年起， 国产选秀为许多年

轻人打开了逐梦演艺圈的更多可能。 从

2010 年代起 ， 互联网越发深度地参与大

众生活 ， 俨然是人们传播信息 、 关注消

息、 了解外界动态的常见渠道。 选秀遇上

了互联网时代， 是这些年轻人之幸， 他们

获得了超乎以往的练习资源， 也拥有了更

为广阔的展示才华和魅力的平台； 选秀遇

上互联网时代， 同样是相关节目之幸， 能

从网络的海量信息里发掘更多可塑之才，

能搭乘网络快车将有实力有内涵的作品与

艺人广而告之。

遗憾的是，在“吵”出一片天的扭曲观

念下，某些艺人、某些节目不以个体实力打

磨、人格魅力锻造、节目品质塑造作为检验

成就的基点，而是将自我营销、自我炒

作、甚至自身争议视为“成功学”的标

志。畸形的成功之路，尽头不仅是对艺

人自身形象的摧毁， 也让公众对演艺

圈的认知更打上问号重重。

健康的演艺圈生态， 靠的不该是

玩噱头的投机取巧 ， 而是能温润人

心、 予人启迪的扎实作品。 时代给予

了这些年轻人最好的机会， 大众也愿

意给踏实努力的追梦人以鼓励和喝

彩。 希望下一次热搜前排， 能让大众

看见真正具有美感的作品 、 美好的

人， 不负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电视剧 《一诺无悔? 展示了廖俊波 “肝胆干事、 干净做人” 践行诺言的事迹。 图为电视剧海报。

适逢建馆 150 周年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迟了大展及慈善舞会，在官网页面上提供 360 度线上参观服务。 （资料照片）

海外博物馆：“上线”不仅自救更是抵达文化共享新路径
数字化博物馆正在成为全球博物馆建设新潮流，智能化推送可针对不同用户生成展览

1 亿美元， 这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预计闭馆期间的亏损总额， 新

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包括美国最

大的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 在内， 海外

众多博物馆和美术馆不得不临时闭馆。

许多欧美博物馆的收入主要来源于

门票和募集资金， 因此关门带来的问题

首当其冲便是收益锐减。 同时， 精心策

划的大展如何让公众看到， 寻找特殊时

期的替代手段成了当务之急。

“疫情之下， 线上展览需要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为市场注入一针安慰剂。”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 业内人士

认为， 实物感和亲眼体验是博物馆艺术

馆的立命之本， 但是非常时期的一些做

法， 也在让全球拥有重磅资源的艺术机

构思考， 如何实现多种途径达成文化共

享， 如何在实体运营之外拓展更多的发

展渠道。 事实上， “上线” 并非闭馆之

际的无奈之举， 近年来， 数字化博物馆

已成为全球博物馆建设的新潮流。

处境艰难， 闭馆对依
靠门票和募捐的欧美博物
馆行业影响大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预计亏损金额

公布之后， 对美国博物馆行业的震动非

常大。 拥有 3.2 亿美元预算资金的 “大

都会” 尚且如此， 美国其他中小文化场

馆的处境则更为艰难。 “目前美国四分

之三的博物馆已经关闭， 如果危机持续

下去， 三分之一将不会再重启。” 美国

博物馆联盟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劳拉·洛

特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迎来建馆 150 周年的 “大都

会” 已经推迟了 “关于时间： 时尚与延

续” 主题大展， 每年备受瞩目的慈善舞

会也无限期延后。 管理层在联名信中直

白地表示： “这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时期。” 裁员不可避免。 数据显示， 博

物馆每月向员工支付的薪水达到 1600

万美元。 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韦斯表示，

博物馆将启用 5000 万美元的应急资金。

过去，这笔款项多用于藏品维护及展览。

除了门票收入之外， 欧美很多博物

馆还通过募集方式筹措资金， 如今受疫

情影响， 类似每年可以为 “大都会” 带

来极大经济效益的慈善舞会也被推迟，

让经营受到很大影响。

据悉， 美国博物馆联盟联合多家博

物馆向政府申请 40 亿美金的资助。 纽

约社区信托准备了 7500 万美元的资金，

为非营利文化组织提供援助。 不过， 因

为闭馆， 美国文化机构每天的总损失就

高达 3300 万美元。 在欧洲， 文化机构

的经营状况也不容乐观。 近日， 英国艺

术委员会拨款 1.6 亿英镑用于帮助本国

的艺术团体和员工。

同时， 台前的展览暂停， 幕后的工

作却不能戛然而止。 据介绍， 博物馆幕

后的各项程序包括文物运输 、 保险事

宜、 人工进出库等， 这些均需按照严格

的时间节点， 而如今因为疫情原因， 各

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也随之波及

到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活动。

未来可期， 线上展览
不仅可以维持活跃度 ，更
可能生成“个性展”

博物馆的运营因为闭门谢客承受了

巨大挑战 ， 而耗费大量心血策划的展

览无法如期举行也是对艺术行业信心

一次颇为沉重的打击 。 据悉 ， 泰特现

代美术馆的安迪·沃霍尔回顾展、 英国

国家美术馆 “集结画家最重要作品 ”

的提香特展都在揭幕后紧急收场 ， 泰

特现代筹划已久的建馆 20 周年纪念也

无从谈起 。 “布满艺术品的展厅空无

一人， 想到这一点便深感惋惜。” 泰特

现代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此前向海外

媒体表示。

特殊时期无法近距离与观众沟通，

如何维持活跃度是全球博物馆需要共

同思考的命题。 “作为美术馆人来说，

焦虑的心情是难免的 ， 但这也是艺术

机构体现社会价值的时刻 ， 更需要推

陈出新 ， 创造特殊时期各种替代方

式。”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傅

军说。

得益于资源储备和科技力量， 如今

线上展览已不是新鲜事。 包括卢浮宫、

大都会 、 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大型博物

馆早前便具备相当完善的虚拟博物馆

系统 ， 而谷歌文化与艺术平台更是集

结了全球的艺术精品 。 以谷歌推出的

相关应用为例 ， 其云集了全球千余家

博物馆的资源 ， 不但可以让用户以

“VR 游览 ” 方式进入 “沉浸式 ” 在线

博物馆， 重现博物馆展厅的空间结构，

以及艺术品的展陈方式 ， 而且可以通

过数字高清技术， 数百倍地放大作品，

看到哪怕亲临现场也很难有机会细细

品味的艺术品的肌理： 画布上的笔痕、

油画颜料的龟裂 、 作者签名的特殊笔

迹等等。

与此同时， 要与艺术爱好者 “实时

交流”， 活用社交媒体无疑是最快捷也

是最亲民的做法。 自 3 月中旬闭馆后，

纽约城市博物馆便在其社交平台发起了

“禅意博物馆时刻”， 希望通过馆藏传达

令人宁静的力量 ， 抚慰遭遇疫情的民

众 。 活动发起后 ， 迅速得到了大量点

赞， 并吸引了全球超过 75 家艺术单位

的接龙。

尽管坦言 “没有任何电子内容能够

与走进展厅的悸动相比拟”， 但是弗朗

西斯·莫里斯也为透过互联网可以感知

艺术而感到庆幸。 而在线艺术公共文化

服务化解实体博物馆布展艺术品有限、

参观人数有限、 展陈周期有限方面的能

力 ， 也越来越被业界所重视 。 未来 ，

“法国卢浮宫的 《蒙娜丽莎 》， 也能挂

在荷兰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的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 旁边 ”， 类似的

“私人订制” 个性化虚拟博物馆或许也

将出现在互联网上 ， 通过追踪用户爱

好 ， 智能化推送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

生成展览 ， 并有可能形成新的衍生文

化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