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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本报讯 7 月 18 日，由中国电影

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甘肃省电

影局、甘肃省民委、甘肃省文联、张

掖市委宣传部、甘肃省电影家协

会、张掖市民委、张掖市文联、肃南

县委、县政府、高台县委、县政府主

办，中国电影资料馆制作部、张掖

市影视协会、甘肃表是文化传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电影发行

放映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天

盖勒》媒体见面会暨点映礼在中国

电影资料馆举行。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思玮

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电影《天盖勒》

的联合出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

的创作团队承担了影片的拍摄以

及后期的制作工作，所有工作人员

辛勤的付出和专业的精神，才使这

部影片能够得以呈现。希望每一

位观众都能享受这份视听与心灵

的盛宴，共同见证裕固族和中华民

族在新时代的光辉成就。

中共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尚友俊在致辞中表示，“天盖勒”

是裕固语，意为“天边的草原”。《天

盖勒》是首部反映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干部群众，推动生态环

保、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与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主题影片。

映后交流环节中，导演黎涛，制

片人刘青录，编剧王寿华，联合出品

人张弘，演员夏望、刘畅、李昊泽、赵

子陌分享了关于影片创作的缘起、

过程及感受。

《天盖勒》是首部反映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各族人民推动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共同富

裕，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主题电影，主

要讲述了女大学生安朵拉积极响

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祁连山生

态保护号召，放弃城市生活，返乡

推进祁连山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

致力于祁连山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探索草原

绿色生态经济模式，带领农牧民建

设美丽家乡，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故事。

影片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

族人民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实践历

程，致力保护祁连山草原生态保护

为素材；以基层干部深入带领农牧

民异地搬迁、携手建设健康美丽幸

福新家园为主线，塑造了基层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砥砺奋斗的坚持和

担当形象。是大力弘扬民族团结，

宣传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和经济社

会发展，展现优美壮阔的自然风光

和生态保护成果的鲜活教材。

据悉，电影《天盖勒》将于庆祝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 70 周年之

际全国公映。

（李佳蕾）

本报讯 7 月 19 日晚，由中华全

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共福建省委宣

传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

会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

办，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福建电影制片厂、

天山电影制片厂、湖北长江电影集

团、中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首都

文化体育公益基金会、北京合力桨

影视公司、梦想国际影业（北京）股

份公司承办的电影《阿克达拉》（原

名《援疆干部》）北京放映仪式成功

举行。该片由国家一级导演张忠

执导，西尔扎提·亚合甫监制，詹梦

瑶制片，李雪健、杜少杰、吴军、薛

奇、李澍和赫林等主演。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一级

巡视员班永吉，当代中国研究所主

持工作的副所长兼当代中国出版

社社长李正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党委书记刘向兵等各界嘉宾共 600
余人参加了电影《阿克达拉》北京

点映仪式。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党委

书记、团长、电影《阿克达拉》出品

人钱磊在致辞中表示，2022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要以

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

疆。《援疆干部》的故事是发生在新

疆各族群众身边可感可亲的真实

故事，这是新疆本土的好故事，也

是开展文化润疆的最好教材之一，

充分体现了当地少数民族兄弟姐

妹对新疆的热爱和奋斗，以及援疆

干部群体的精神风貌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

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

《阿克达拉》出品人刘朝群在致辞

中表示，作为影片的合作出品方，

深知一定要做好影片的宣传推广

工作，让更多人通过这样一部传播

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优秀影片，

了解援疆这一伟大事业，了解援疆

干部的奉献精神，持续扩大影片的

影响力。同时也希望这部影片走

向更加广阔的市场，更好地传播中

国价值，展现中国精神，彰显中国

美学，为文化润疆增添光彩。

《阿克达拉》导演张忠，监制西

尔扎提·亚合甫，制片人詹梦瑶，总

制片人王博萧、徐献锋，文学编辑、

后期监制刘小竹，编剧王跃燕，作

词李静修，主演吴军、杜少杰、赫

林、李澍、薛奇等众主创现场与现

场观众分享创作感受。影片改编

自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小说

《援疆干部》，以中央对口援疆工作

为切入点，讲述了两代援疆人以国

家利益为目标，舍小家为大家，投

身新疆建设事业，在祖国西部挥汗

奋斗的故事。

制片人詹梦瑶说，“阿克达拉”

源自于少数民族语言，意思是白色

的原野。白色的原野上种出了白色

的棉花是一个奇迹，和目前影片棉

花作为主线的叙事表达一脉相承，

也更加艺术化的表达了援疆工作的

广泛性。为拍摄好这部影片，剧组

拍摄历时 70 天，先后转战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玛纳斯县、阿克苏地区和

上海、福建等地，工作时长超过 900
个小时，拍摄有效素材 200 分钟，动

用各类车辆 15000 台次，使用群众

演员 9500 人。

该片由福建电影制片厂、天山

电影制片厂、湖北长江电影集团、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文 工 团 联 合 出

品；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

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昌吉州党

委宣传部、阿克苏行政公署、中国

新闻社新疆分社、首都文化体育公

益基金会、北京合力桨影视公司和

梦想国际影业（北京）股份公司联

合摄制。

（李佳蕾）

近日，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天山电影制片厂主办，中国影协

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上海颐若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父亲在远

方》观摩研讨会在京举办。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荣誉会长章

柏青，中华爱子教育影视促进会副会

长杨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

副主任宋智勤，中国影协民族电影工

作委员会会长马维干，中国民族影视

艺术发展促进会会长娜仁花，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

行院长向云驹，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研究员皇甫宜川，国家民委中国民

族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覃代伦，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一级调研员、中组部博士

服务团挂职新疆阿勒泰地委秘书长

高伟，中视文风云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刘杰，中国影协活动管理处

副处长刘京萌等电影业界专家学者

以及导演严高山，编剧魏杨青（笔名

竹子），上海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杉，上海祥盛影视制作发行

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国铭等影片主创、

出品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影片的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等角度进行了

多方位的探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网信处处长王纯主持研讨。

电影《父亲在远方》以“全国道德

模范”“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姜万富为

原型，讲述了他从上海到昆仑山脚

下，用一颗对边疆牧民炽热的心，凭

借精湛医术，在条件艰苦、缺医少药

的情况下，43 年间成功实施 2000 多

例内外科手术，被各族群众称为“驴

背上的白衣天使”的感人故事。

研讨中，与会专家对电影《父亲

在远方》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认为，

影片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借助女儿

姜欣的视角讲述父亲的故事，以女儿

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的方式展开情节，

纪实手法与浪漫情怀并重，围绕“情

义”这一核心价值，塑造真实可信的

平凡英雄形象。章柏青表示，《父亲

在远方》主要采用纪实手法，但也不

失浪漫情节，片中用艺术手段展现了

很多写意成分，在各个方面都比较细

致，是一部很有创新意义的影片。杨

杨认为，影片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

根据新疆地区特色，艺术再现感人形

象，姜万富的大爱奉献以及与女儿之

间的情感故事打动人心。马维干将

影片主题提炼为“情义”二字，他表

示，片中不仅体现了民族团结、家国

大爱，还有对新疆山水和土地的爱，

以及作为一名医生对生命的爱。高

伟是一名援疆干部，片中的援疆细节

让他深深共情，他表示，影片深度还

原了汉族嵌入到民族地区服务各族

群众的生活实践，把民族团结的温情

展示得非常好。

影片在艺术表达的分寸感方面

保持克制，不刻意拔高、不过度渲染，

片中质朴、接地气的情感和表达得到

多位专家的称赞。娜仁花在发言中

称赞了主创的克制，她表示，影片的

整体艺术风格非常之克制，给观众留

足了想象的空间，相信观众观影后心

中还会回想起很多片中场景。皇甫

宜川表示，影片情景融合、事景融合，

通过新疆壮美景色和当年艰苦巡诊

环境的对比，以诗意的意味呈现出了

姜万富坚韧和执着的崇高品格，和他

对新疆的浓烈情感。在张卫看来，

《父亲在远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典范，影片通过生活中流淌

的细节展现了姜万富和新疆人民的

深厚情谊，润物无声。

专家们还认为，影片大力弘扬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人公的事

迹对于鼓励年轻一代继续长期援疆，

建设民族和谐、繁荣富强、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丽新疆而言

意义非凡。宋智勤在观影后表示，影

片充满了对情义、忠诚与奉献的赞

美，谱写了一曲人间大爱的乐章，具

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对青年一

代具有重要启迪作用，也具有强烈的

时代意义。覃代伦认为，《父亲在远

方》是一部民族团结友爱、平等互助

的颂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成功艺术实践。刘京萌认为，影

片充满了对民族地区既单纯又充满

真善美的表达，而且把我国许多民族

政策都融入了叙事当中，巧妙展现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融共通的情感。

影片中设置了人物原型和艺术呈现

的呼应，向云驹对此印象深刻，他表

示，当代电影人有去传播美好、去传

播真善美的责任，《父亲在远方》就是

讴歌时代、讴歌人民的典范，新一代

援疆干部里还会有新的故事，期待电

影创作者们继续书写。

本报讯 7 月 16 日，由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主办，中国电影家协

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承办的“电

影《出发》专家研讨会”在京举办。

《出发》背景为 1917 年俄国十

月革命前夕，世界战火纷飞、中国

军阀混战，临近师范毕业的学生毛

泽东，携学长萧子升徒步千里、漫

游民间，见世间万象与民生百态，

通过亲身体验来探寻世间真相与

人生意义。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

了他们的思想和未来的人生道路。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

副主任宋智勤认为，该片突破了传

统叙述方式，深入展现了青年毛泽

东在经历挫折，认清现实后从迷茫

到觉醒的成长过程。动态展示人

物思想的转换和逐渐成熟，唤醒观

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塑造了

更加立体、生动的青年毛泽东形

象。影片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内

涵和出色的视觉艺术效果，更是一

种精神激励，对青年具有重要的启

迪作用。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湖南省电影局局长任晓山表示，电

影《出发》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时代

背景下，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

义。国家电影局将之列入纪念毛

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影片，湖南

省也把这部影片列为“光影铸魂”

推荐影片。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湖南广播

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潇湘

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谷良表

示，这部电影是潇影集团对主旋律

电影类型化的一次积极尝试，在创

作团队的精细打磨下，电影在上映

期间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好评。《出

发》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不仅在

艺术探索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

在学生、学校和学术的三重基调上

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金一斌提到，电影《出发》采用了极

具特色的艺术手法来实现其独到

的美学风格，延续和深化了诗意风

格，在东方美学体系下讲述了伟人

特殊的成长之路。影片通过大量

留白和强烈的主观意愿处理，完善

了叙事美学风格，具有明显的创新

和改革特色，其深刻的艺术品质和

创新精神也体现了非常高的社会

意义与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

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

宏表示，影片通过毛泽东的观察和

行动，展现了他对新旧冲突和国家

前途的思考，用极其真实的电影语

言塑造了一个可爱可信的青年毛

泽东形象，给当代青年留下深刻的

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认为，影片展现了毛泽东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步，文明该如

何继续延续等深层次的问题的思

考，探索了他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

过程。这三条主线交织在一起，与

当代社会产生共鸣，激励年轻人探

索世界，感知社会。从水墨画的开

头到木刻式长卷，用独特的艺术手

法、鲜明的作者风格展现了这部令

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

心主任秦振贵提到，这部影片中的

镜头和演员造型使得观众耳目一

新，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第

二，影片通过娓娓道来的叙述，展

现了 1917 年生动的流民百态图，使

得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共鸣，特别是

对于年轻人的启示意义深远。第

三，影片以诗电影的方式展开，通

过整个团队的美学理念与精心设

计，呈现了非常中国式的审美和风

格 ，使 得 电 影 更 具 艺 术 性 和 思

考性。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央文史馆

馆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仲呈祥用习总书记提出的“托

物言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

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 24
个字来归纳电影《出发》的特点。

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重要贡献在于

充分发挥了湖南潇湘电影厂与中

国美术学院的创作优势和资源，通

过强强联合，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游

学题材的独特呈现。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研究

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

员、秘书长饶曙光认为，影片成功

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形象，通过陌

生化的呈现，使观众看到一个全新

的毛泽东。这样创新的艺术表达

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深度。影片通

过青年毛泽东和萧子升的视角，展

示了 1917 年湖南的社会百态，形成

了一幅生动的“清明上河图”，其包

容性与趣味性增强了影片的观影

乐趣。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

卫防提出，从电影《出发》能看出，

主创团队通过更创新的手法，突破

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表达方式，展

示了新的艺术风貌。其次，影片以

风格化的影像表达红色题材，并通

过更新的方式扩展和深化对这类

题材的表述。

（影子）

专家赞《出发》对青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电影《父亲在远方》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援疆题材电影《阿克达拉》北京点映

《天盖勒》媒体见面会暨点映礼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