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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1 日专电 （驻京

记者彭丹）2020 年是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一批脱贫攻坚题

材剧作接连在荧屏播出。 电视剧《金色

索玛花》作为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年

度收官之作，以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

温情，展现凉山彝乡的“痛”和“变”及其

脱贫攻坚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金色索玛花》 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出品， 描绘了基层干部和彝乡村

民在脱贫攻坚战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

并凸显了女性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 剧中对索玛花意蕴的植入 ，

让人物与高寒山区的坚韧生命产生呼

应， 既凸显了民族文化内涵， 也提升

了剧作立意。

据悉，《金色索玛花》 是总台唯一

一部在凉山全程拍摄、 讲述凉山脱贫

攻坚故事的电视剧。 剧组将主场景选

在凉山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 全体

主创曾遭遇疫情 、大雨 、洪水 、高反等

困难考验，最终一一克服，安全有序地

完成了拍摄工作， 当地扶贫前后翻天

覆地的变化带给主创人员很多触动。

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召集人庄

殿君表示， 《金色索玛花》 风格真挚、

朴实、 接地气， 回应了时代关切， 艺

术化地展现了脱贫攻坚的 “中国经验”

“中国方案 ”。 其 “精妙之处 ” 在于 ：

一是给出了摆脱贫困 “中国经验” 的

直观参照； 二是以凉山彝族地区这一

精准扶贫 “硬骨头” 作为样本， 扎根

生活， 立足真实， 展示了精准扶贫给

当地社会发展注入的内生动力； 三是

搭建了以两个代际、 5位女性为核心的

人物关系， 细腻独特的女性视角感人

至深； 四是以彝族的人文风土， 彰显

了民族文化的审美内涵。

《金色索玛花》 以现实主义叙事

手法， 引领观众思考脱贫攻坚背后的

历史价值、 现实深意， 体会精准扶贫

中的真情。 “对于一部少数民族的脱

贫攻坚剧来说， 真实即动容。” 导演欧

阳奋强说， “《金色索玛花》 将带领观

众重温那些同舟共济、 肝胆相照的时

刻， 感受人们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的

坚毅和决心。”

法治进步的人间正道是创作的最大底气
法治题材剧《巡回检察组》“零宣传”开播即热播，制片人李学政说———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现场来了

个不速之客，当地“930 杀人案”死刑犯沈广军

之母胡雪娥当众喊冤。众目睽睽下，陈年旧案砸

来，泛起一阵喧哗。日前，法治题材剧《巡回检察

组》“零宣传”开播。凭借故事开头强烈的戏剧冲

突，该剧开播即热播，在上周的六大电视剧收视

榜单上均位列同时段第一；开播九天后，微博相

关话题阅读量超 6 ?。

观众追剧的动力在于求解真相，“930 杀人

案”断案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隐情？而对创作人

员而言，法治故事之重、之难，历来是令人望而

生却的题材。翻看新剧的主创名单：最高检影视

中心、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单

位出品，李路任总监制并执导，余飞编剧，李学

政任总制片人———几乎都是法治题材电视剧的

“熟人”。

“法治题材的创作从来不是为了投机取巧，

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 ”昨天，李学政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说，创作冲动始于三年多前。 一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

大冤错案被依法纠正，永载共和国法治史册，且

2018年初，党中央、国务院还决定在全国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另一方面，巡回检察改革，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改革举措， 是新时代检

察工作的全新路径。这位总制片人说：“我们国家

这些年的法治进步，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底气。 ”

用悬疑的讲述方式， 让硬
核题材“软着陆”

经过前几集铺垫， 故事的主要脉络日渐清

晰。身经百战的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在省政法

委书记张友成的指示下前往橙州重启 “930 杀

人案”的调查。 在此过程中，冯森联手驻监检察

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 最终揭开层

层迷雾，挖出幕后潜藏的势力，成功维护了司法

权威、捍卫了公平正义。

法治题材创作不易， 首当其冲的难， 便是

戏剧性与硬核题材之间如何兼容。 涉及相关法

律、 案件、 行政等方面的表述， “准确” 堪称

创作的红线。 为此， 主创邀来检察院与监狱系

统的专业人士全程坐镇， 从剧本到拍摄， 一路

指导护航。

“准”字之上，剧作试图用悬疑的讲故事方

式，提升剧集观赏性。李学政说：“剥离了许多所

谓‘政治博弈’和体制机制的思辨，我们把叙事

重心放在拆解悬疑、 求取真相上。 ”《巡回检察

组》的编剧是余飞，擅长在剧作里布疑阵，《重案

六组》《剃刀边缘》都是其代表作。

余飞出手，一开篇就投下重重迷雾。跟随主

线“930 杀人案 ”的复查 ，“海平 KTV 过失杀人

案”“豪庭夜总会车祸”“苗苗失踪案”“车库悬案”

等也纷纷牵出。行至第六集，新的疑似强奸案也加

入了环环相扣的链条。

不仅这些案件一宗扣着一宗， 主角身份也卖

了好一阵“关子”。 剧中，于和伟饰演冯森一角。 可

他初亮相时刻意乔装打扮了一番，化名郑天明，梳

油头、嗑瓜子，一会儿大包大揽游说胡雪娥要帮对

方平事，一会儿又和小混混称兄道弟，市井小民的

情态怎样都与人们印象里的检察官严重不符。 直

到 10 多集后谜底才揭开，郑天明是冯森，也是狱

警郑锐之父 ， 更是车库悬案里被害人郑玮丽之

夫———于法于情的双重使命，让主人公潜入“烟火

人间”，也让硬核题材“软着陆”。

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 ，衬
托其精神上的“骨骼分明”

在李学政看来， 检察官的戏最怕拍得一板一

眼。在他看来，“确保主角人物精气神的同时，还要

避免同质化、脸谱化”，能否摆脱相关题材的某种

创作惯性，至关重要。《巡回检察组》用显见的三组

父子关系，参与叙事、丰满人物。

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与独子张一苇是社会上

多数父子的常态。父亲事业有成，疏忽了对妻儿的

关照，儿子在母亲的过分宠爱中，人生路埋下“踩

雷”的伏笔，待父亲惊觉，为时已晚。黄雨虹是城中

富商， 信奉金钱可以凌驾一切 ，“上梁不正下梁

歪”，儿子黄四海杀人之后，亦妄图走偏门逃脱法

律制裁。两对父子本无交集，但黄雨虹替子脱罪不

成，行贿张友成亦未遂，黄家一番设计，令张一苇

落入强奸圈套， 护子心切的政法委书记终迈出行

差踏错的第一步。

从表面上看， 冯森和郑锐属实水火难容。 当

年，冯森在工作中得罪了小人，导致妻子被人报复

至死。同样因为工作关系，他甚至没能第一时间赶

到妻子事发现场。巨大的创伤之下，郑锐从此改跟

母姓， 并对外称自己是孤儿。 可随着郑锐年龄渐

长，成为一名狱警，他内心对法律公正、司法权威

的看重，宛如磁力，在不经意间推着他向父亲内心

靠拢。 可以想见，日后，随着父子二人在对真相求

索的过程中不断看见对方的情不得已， 他们对法

治的共同信仰，终会消弭情感上的隔阂。

“我们希望人物是有血有肉的，只有观众能合

其情同其理，这些主角精神上的‘骨骼分明’，才可

能如春风化雨般感染人。 ”李学政如是说。

两年线下增长500%，“喜剧+?串起文化消费无限可能
笑果演出走进大剧场之后，脱口秀还能做什么

不同于往年脱口秀线下演出随着相关综

艺节目的收官进入 “淡季”， 今年的线下脱

口秀始终维持着一票难求的热度。 随着三场

笑果脱口秀演出本月相继走进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 脱口秀剧场空间越来越大， 喜剧在

不同空间展现的丰富可能， 也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

“周日的最后一些快乐， 是笑果工厂给

的。” 《脱口秀大会》 第三季落幕后， 脱口

秀演出没有淡出人们视野， 反而越来越成为

年轻人新潮的生活方式。 2019 年 ， 笑果线

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达到 23.7 万， 比 2017 年

增长近 500%。 而今年， 周中秀、 周末秀等

常规演出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 脱口秀

走进了更多艺术场馆和生活场景 ， “喜

剧+” 的产业潜力引人瞩目。

“秒空 ”并非 “饥饿营销 ”，走
进大剧场还需“工厂”继续打磨

“两年前大家都还不了解的演出形式，

进入了文化广场这样的殿堂级演出场地、 获

得较好的反响， 坚定了我们未来两年开拓巡

演市场和大剧场演出的信心。” 笑果文化副

总裁刘丽娟如是说。 20 日晚周奇墨最新个

人专场 《不理解万岁》 上演， 之前脱口秀演

员庞博、 呼兰、 Rock 及李诞也在这里联袂

登台， 几乎每场演出开票都是秒杀售罄。

“脱口秀不仅提供笑料， 更提供和年轻

人的沟通方式， 用幽默消解生活中的痛苦。”

刘丽娟如此理解疫情后脱口秀产业的 “重

启”。 在困窘面前， 它重新建立了人们与生

活的连接。 疫情初期， 脱口秀原先线下安排

的演出大受影响， 二三十场巡演陷入前途未

卜的境地 。 但在 “爆红出圈 ” 的综艺节目

中， 杨笠、 王勉、 李雪琴等明星选手用幽默

犀利的 “爆梗 ” 和视角独特的生活观察 ， 给

予观众温暖的陪伴感 ， 大大激发了文化消费

意愿。

剧场中， 不少观众感受到了脱口秀线上和

线下演出的差别， 线下沉浸式的氛围更能完整

呈现喜剧的魅力，增加更多独特的互动环节，也

提供更多交流的乐趣。走进更多剧场、增加巡演

场次，成为行业共识和观众日益高涨的呼声。

小剧场每次开票的 “秒空” 固然会让观众

抱怨， 但对于进入大剧场， 刘丽娟仍表示国外

职业演员全年巡演的模式， 未必能完全适用于

中国脱口秀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 “作为专业

运营方考虑， 不是所有喜剧产品的内容深度和

演员的把控能力， 都适合走进大剧场。” 大剧

场对演员沟通能力、 内容深度的渗透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也需要观众逐渐建立认知， 放下

“正襟危坐” 的紧张感， 以更轻松的心态看待

走进大剧场的脱口秀。 “毕竟， 脱口秀演出酣

畅淋漓的感受是跟观众密不可分的。”

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兼 CEO 贺晓曦在微

博转发中将脱口秀走进文化广场， 视为 “行业

的荣光”。 笑果的演艺空间以 “工厂” 而不是

“剧场” 命名， 正是因为 “工厂是喜剧演员打

磨艺能的地方”。 作为以内容驱动为核心的年

轻态喜剧产业公司， 走进更广阔的艺术殿堂，

是对未来铺开巡演、 扩大产业规模的尝试， 亦

考验其持续打造高水平独特喜剧内容的能力。

“譬如， 一家公司造鞋， 所有的人都会对鞋子

没有兴趣， 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 其实， 鞋

子才是真实的， 利润只是结果。”

脱口秀的附加值和连接感，让
没有演出的“闲时”也精彩

“我们在构思喜剧空间的形态， 演艺空间

越来越大， 如何让白天没有演出的闲时利用起

来？” 刘丽娟说， 除了对内容的挖掘和深度呈

现 ， 行业飞速发展 ， 也打开了更多的需求市

场。 在上海先后开业的三家笑果演艺空间逐一

扩大， 喜剧的 “外延” 也在不断拓展， 脱口秀

产业有望成为联动更多品牌、 公司和社群的跨

界平台， 为都市文化消费体验提供新的可能。

去年 ， 徐家汇的笑果工厂开启 “喜剧周

末”， 售出约三千张演出票， 迎来六千人次的

光顾， 很多观众没有买到票， 在脱口秀周边的

市集中流连忘返。 “喜剧的价值不会局限在节

目层面 ， 而是能接入更多场景……无论是通

过观看线上的长视频 、 短视频 ， 还是去到线

下的各种消费场景 ， 人们都得到开心的体

验。” 贺晓曦曾在一场行业峰会上表示， 脱口

秀的附加值和连接感 ， 使其能够进入各个产

业的场景。

“接下来的目标可能是笑果街区， 为观众

开发他们喜爱的周边、 市集， 聚合餐饮等生活

场景， 让观众逗留的时间更长， 在喜剧的沟通

氛围中收获更多。” 刘丽娟说， 不少企业也邀

请笑果走进办公楼的格子间 、 淘宝的直播

间 。 跨界沟通也为脱口秀演员带来更宽广的

视野， 为其持续的表达、 高密度的内容输出提

供支撑。

上海当代艺术馆 、 阿那亚的海边艺术社

区、 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徐家汇、 新天地的

“笑果工厂” 和襄阳北路的 “山羊 goat” 之外，

脱口秀走进越来越多文化场景， 以脱口秀、 即

兴互动秀开放的交流氛围刷新着人们的体验。

喜剧和多元主体的交互参与， 带来了边界的消

融、 创新与变革， 为都市的文化消费生活不断

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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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果工厂近日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脱口秀演出一票难求。 （主办方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吴钰

法治题材剧《巡回检察组》“零宣传”开播。 制图：李洁

互联网医院“华山速度?是如何炼成的
（上接第一版）

更“聪明”的医院，为的是更好服
务患者

如今， 华山医院有 188 名医生在日常诊疗任

务之外， 还有了一个新角色———“互联网医院医

生”。 华山医院的互联网在线医生人数在全市排

名靠前， 规模和投入都不小。

在互联网上的华山医院， 给予大众的体验场

景也日益丰富， 包括支持文字、 图片等上传交互

功能的复诊、 支持全国配送的配药、 免费新冠肺

炎疫情咨询等。 在线上预约挂号、 在线缴费、 在

线查询报告等常规服务外， 大众还可在线申请核

酸付费到检功能， 即不用到华山医院挂号开单付

费， 在线预约申请、 在线支付， 实现 “在家完成

预约、 到院采样即走、 在线查询结果”。 今年 7

月， 华山医院还在全市统一规划下实现 “无感信

用支付”， 就医者不用再去窗口排队支付， 进一

步减少了在院逗留时间。

“在线” 场景日益丰富， 林林总总的服务，

到底什么是患者 “最渴求的”？

华山医院 “互联网日报” 可窥一斑， 华山

医院互联网医院在线问诊总量排名前十的依次

是皮肤科、 感染科、 消化科、 神经内科、 神经

内科运动神经元疾病、 内分泌科、 心内科、 肾

病科 、 神经内科中风专病 、 神经内科癫痫专

病 。 其中 ， 皮肤科遥遥领先 ， 占据 90%以上

的在线问诊量。

华山医院院长、 神经外科专家毛颖教授每

天都会在手机上查阅这份“互联网日报”。当下，

华山医院的年门急诊量已突破480万人次，明年

或将突破500万人次。 在上海，大型三甲医院几

乎都在这个数量级。 与之相比，线上1万多的问

诊量为何会引发这位院长的关注？ 与线下不可

同日而语的线上问诊量，看点何在？

“作为医生 ， 起初对互联网医院有抗

拒———没看到病人， 怎么看病？ 可疫情来了，

极为特殊的情况出现， 大家没法出门， 老人的

药断了， 互联网医院出现了。 目前， 它部分解

决了问题， 即医患先见面， 而后复诊， 复诊可以

到互联网医院。 等发展到一定程度， 互联网医院

恐怕不仅仅是慢病复诊 ， 不然仅是 ‘互联网药

房’， 而非互联网医院。” 在毛颖看来， 线上的意

义不是看当下的诊疗量， 而是看发展空间， 互联

网医院打破了医院围墙之内的闭环模式， 实现线

上 “突围”， 发展空间翻倍。

“当下， 医院动辄每年百万级的门急诊量，

老百姓的就医体验如何呢？ 一个专家不吃不喝不

上厕所 ， 很努力地看门诊 ， 半天也就 40-50 个

病人， 上千数量级的患者需求该如何应对？” 毛

颖更喜欢称互联网医院为 “智慧医院”， 在这个

新空间里 ， 打造更 “聪明 ” 的医疗体系———医

生、 患者甚至不用在一个地方， 就能实现跨越千

里的远程手术； 医生借助手机 App 等工具 ， 实

现对慢性病患者的精准管理、 远程指导； 多院区

的医院实现智慧化一体化管理……这并非畅想，

而是均已在华山医院有落地样本。

“数字赋能医疗， 应该让患者享受到这个科

技红利。” 毛颖直陈， 更 “聪明” 的医院， 为的

是更好服务患者。

技术跑得再快 ， 都不能忘了老
人、忘了病人

“体验度， 决定使用率！” 互联网势不可挡，

但毛颖始终关注另一个问题： 老人怎么办？ 看病

大部分是老年人， 如何教会他们 “在线问诊”？

从全市互联网医院的 “数据报表”， 到华山

医院的 “互联网日报”， 都披露了一个值得思考

的细节： 从全市层面看， 儿科类在线问诊量遥遥

领先， 在华山医院， 皮肤科在线诊疗量 “傲视群

科”。 这不是偶然， 两者联系起来看， 有看点。

“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

况？ 相比其他学科， 皮肤科非常适合在线问诊，

上传皮肤图片清晰、 自述表达清楚， 可以给医生

传递很多信息量；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皮肤科

的就医群体很多是年轻人 ， 是互联网一代 。 同

样， 全市儿科类在线问诊量大， 是因为家长也多

为互联网一代。” 毛颖分析。

在华山医院 ， 教会老人使用互联网医院的

“课堂” 已开课， 这对医院来说也是新课题。 技

术跑得再快， 都不能忘了老人、 忘了病人。

记者了解到， 华山医院互联网医院还在申请

二期项目， 包括外科的术前检查、 术后随访。 患

者手术前的一些检查预约、 科普宣教都将上线，

有利于缩短手术等待时间， 让患者明白要经历什

么样的治疗 ， 有助于缓解开刀前的焦虑 ； 出院

后， 伤口疼痛、 发痒， 该找谁咨询。 术后随访搬

到线上， 也方便患者与医生团队取得联系。

对这个新生事物， 毛颖有期待、 更有要求。

“‘空中医院’不能‘悬空’‘空转’，必须‘落地’，没

有脚、没有根不行。”在他看来，互联网医院初期提

供了一些便捷的服务，但长期发展必须结合线下，

得有强大的医院体系作为支撑、做好引领，提供有

学术内涵的保障、有专业的服务保障等，在此基础

上，再围绕如何提升线下医疗服务效率、如何解决

患者“痛点”等问题，不断开发新服务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