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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
报海外版电（记

者 赖睿）日前，

由中国文联、中

国文艺志愿者

协会主办的“与

人民同行——

文艺志愿服务

助力区域协调

发展原创作品

文艺晚会”在北

京举行。活动

集 中 展 示

2023—2024 年

“与人民同行”

文艺志愿服务

助力区域协调

发展原创行动

的创作成果。

中 国 文

联 、中 国 文 艺

志愿者协会以

助力区域协调

发 展 为 主 线 ，

邀 请 杨 启 舫 、

王 备 、王 晓 峰

等数十位词曲

作家作为文艺

志愿者赴重点

区 域 调 研 采

风 ，联 动 多 地

文联征选文艺作品，开展“与人民

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助力区域协

调发展原创行动。

本 场 演 出 分 为“ 相 逢 千 年 ”

“重振雄风”“同心逐梦”“破浪前行”

“江河安澜”“壮阔征程”6 个篇章，

通过陈铎、张凯丽、林永健等人的讲

述，串联起“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的

主线。演出现场，《心向往之》《一湾

潮起》《东北一家亲》《人民之城》《海

晏河清》《春风拂过筼筜湖》等原创

歌舞作品，展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成就。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

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冀彦伟表示，本次晚会以“与

人民同行”为主题。对文艺工作者

来说，人民群众是文化艺术表现的

主体、主角，文艺工作者将继续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

民服务。

据悉，自2017年起，中国文联、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连续8年开展

原创作品行动，创作出80余首优秀

歌曲，曾先后在北京举办“喜迎十

九大 唱响幸福歌”“逐梦新时代

唱响幸福歌”“奋进小康路 唱响幸

福歌”“大道康庄”“欢聚吧 第一百

个春天”“大地回声”等原创作品音

乐会。

日前，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中国作

家协会“作家活动周”2024年第二期在浙江台州

落下帷幕。数天行程中，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

48位作家和13位文学名刊名社编辑来到台州，

先后参访了一江山岛战役遗址、大陈岛垦荒纪

念碑、临海市白水洋镇上游村等地，聚焦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乡村等主题，

感受人民生动实践，发掘鲜活故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表示，做人民的学

生，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是创造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必然要求。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与火热的生活同频共

振，把人民当作最好的老师与榜样，把最好的精

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辽阔的东海之上，一江山岛见证了一段重

要的红色历史，给所有到访的作家们留下深刻

印象。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海军配合陆军、

空军解放一江山岛。在参访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的过程中，军旅作家石钟山表示，英雄的故事像

涓涓的溪水注入心田，汇聚成创作的力量。

大陈岛上，作家们在思归亭、甲午岩、垦荒

纪念碑间追寻着红色印记。“作家是时代的眼

睛，人民的生活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和鼓舞。我

将把这些宝贵的经验融入到创作中，努力写出

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浙江网络作家蒋话被大

陈岛垦荒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

台州的山海自然美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面

貌，让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鲍尔吉·原野印象深

刻。“蒙古人对海有着无限的向往，因为大海总

给人无限的想象。”作为一位蒙古族作家，他表

达出此次“奔赴山海”的激动心情，“文学创作不

仅仅是讲述故事，更是描绘大地和人民、表达作

家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

6月初的临海古城，烟雨朦胧。站在江南长

城上，远眺这片古老的土地，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阎真深有感触地说，台州府城墙保留至今，让人

感受到台州人民性格的坚韧，“江南长城不仅是

一道防线，更是戚继光和当地人民抵御外侮、保

卫家园英勇事迹的见证”。

临海市白水洋镇上游村是一个集杨梅种

植、销售、深加工为一体的农业特色村。望着眼

前挂满枝头、即将采摘的东魁杨梅，诗人刚杰·

索木东动情地表示，广大作家需要多深入这样

的生活现场，记录和传承传统乡村文化，描绘绿

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图景。

在《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看来，作家

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还需要

深刻理解时代精神，敏锐把握时代新变，将个人

创作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努力锤炼再造生活

的能力，往深处写，往更远处写。

“‘做人民的学生’，要做到深入了解并连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青年作家王亦馨一直深入

体验生活，做过饲养员，当过网约车司机、实习

医生……她认为，作家不仅是讲述故事的人，更

是生活的记录者。

活动周期间，中国作协还联合当地开展了

“名编面对面”“文学一堂课”等文学活动，在与

同行师友及大众读者的交流过程中，体悟时代

变迁，汲取创作养分。正如作家代表、山西省文

联主席葛水平所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

有认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才能做到

在情感上和创作中更加贴近人民。

据人民日报电（记者 侯琳良）近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

绘本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少儿绘本大系》首批100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策划、

青岛市委宣传部组织青岛出版集团编纂出版，入选2024年度国家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套丛书面向5—8岁儿童，包括中华传统美

德、中华经典故事、中华文化名人等六大板块共100册，将带着小

读者从传统美德、文化名人、山川地理等多方面，领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厚重。

座谈会上，绘本创作、绘画、儿童文学评论等领域的专家表

示，该丛书面向中国孩子讲述中国故事，将儿童本位、艺术品位和

审美趣味融合，是中国原创少儿绘本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据介绍，出版方汇集国内少儿教育心理专家、儿童文学作家、

图画书专业作者、文化学者、少儿图书资深编辑等，确保绘本内容

的专业性、形式上的艺术性。目前，版权已输出到马来西亚、西班

牙等国家和地区，并在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塞浦路斯尼科西

亚图书节等进行展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电（记者 郑娜）近日，由中广联合会电视

剧编剧委员会指导，爱奇艺主办的第四届“金豪笔编剧之夜”在北

京举办。来自电影、动画、剧集三大单元的32位优秀编剧和15部

优秀作品获得表彰。

电影单元，《东北警察故事2》获得“网络电影最佳剧本”，《长安

三万里》获得“动画电影最佳剧本”，《宇宙探索编辑部》获得“院线电

影最佳新人编剧”，《三大队》获得“院线电影最佳改编剧本”，《坚如

磐石》获得“院线电影最佳原创剧本”。动画单元，《武双姝》获得“国

漫最佳原创剧本”，《大主宰年番》获得“国漫最佳改编剧本”。剧集

单元，《狗剩快跑》获得“年度最佳喜剧剧本”，《异人之下》获得“年度

最具创新力剧本”，《装腔启示录》获得“短剧集最佳改编剧本”，《漫

长的季节》获得“短剧集最佳原创剧本”，《莲花楼》获得“长剧集最佳

改编剧本”，《新闻女王》获得“长剧集最佳原创剧本”。剧集《繁花》

《南来北往》获得年度突出贡献荣誉。

“金豪笔编剧之夜”是爱奇艺发起的行业首个聚焦编剧人才

的荣誉表彰活动，旨在通过鼓励优秀编剧，肯定内容创新，推动影

视创作生态的健康发展。

一叶扁舟上，刘三姐唱起婉转动听的山

歌（电影《刘三姐》）；北方山村中，年轻人不畏

艰难险阻劈山引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

人》）……

这些经典的电影画面，均为长春电影制

片厂（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以下简称

“长影”）摄制，成为一代代人心中的记忆。

长影成立于 1945 年。作为新中国第一

家电影制片厂，79 年来，长影累计创作、拍

摄、译制各类影片3600多部，向全国输送优

秀电影艺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 2000

多名，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近年来，长影持续创作影视精品，大力繁

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展现新时代风

采。

“在书房里写不出好作品，一定要
走到火热的生活中去”

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初创期，长影承担历史

使命，先后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预防

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长篇

故事片《桥》等作品，并译制了新中国第一部译

制片《普通一兵》，还创作了《上甘岭》《白毛女》

《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董存

瑞》《平原游击队》《甲午风云》等经典影片，为

新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贴近时代是长影经

典影片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源头活水。

“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电影《刘三姐》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风光音乐

片，上映后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片中的山歌

和桂林风光深深留在观众心中。

除了好口碑，还有好市场。1979 年，长

影作品《保密局的枪声》上映，在全国引发观

影热潮。“这部影片最终卖出了1000多个拷

贝，共有6亿人次观影，获得了1.8亿元的票

房。”长影旧址博物馆馆长叶子龙说。

主旋律影片一直是长影的拿手好戏。近

年来，长影相继推出了《老阿姨》《索道医生》

《守边人》等一批影视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获

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

奖、百花奖等奖项。

2021 年，长影出品的电影《青春作伴好

还乡》上映，讲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一群年轻人学

成归来，带领乡亲们共创美好幸福生活的故

事。

“在书房里写不出好作品，一定要走到火

热的生活中去。”《青春作伴好还乡》编剧马犇

介绍，为了让电影更加贴近生活，主创们多次

深入乡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曾经的国家

级贫困县吉林省大安市采风，当地部分乡镇

的群众通过草编增收致富，他们把草编产品

出口海外，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我们将

这一段真实故事改编进电影里。”

“1959年，长影拍摄的经典影片《我们村

里的年轻人》引发巨大反响。时代在变，但返

乡创业的年轻人血脉相通、精神相连。我们

向经典影片致敬，希望反映出新时期年轻人

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定决心与信念，这也是对

长影历史文化的传承。”马犇说。

“专注电影事业，一心只想把电影
拍好”

长影旧址博物馆院内游客来来往往。走

在曾经工作过的大院里，长影老一辈演员陈

学洁回忆起60多年前拍电影的经历。“当时，

导演、剧组都很照顾我们，言传身教，悉心指

导，每个细节都十分重视。”陈学洁说，那时

候，为了拍好电影，她每次都会花很多时间精

力揣摩角色特点。

拍摄电影《两家人》时，为了演好勤劳的

南方农村妇女，挑水成为陈学洁面临的挑

战。“我从小住在东北城市里，很少用扁担挑

水。挑水看着简单，但没有经验的人真挑上

两桶水，脚步就慢了，身子就斜了。”陈学洁

说，为了找到感觉，她特意去观察当地女性挑

水时的姿态。

“电影反映的是农村生活，不深入、不真

实是不行的。”为了练好挑水这一动作，陈学

洁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找两个木桶装上水

挑着走。“起初找不到平衡点，要么向前倾，要

么向后仰，厂里的老前辈指点我一次次练习，

终于像那么回事了。”

“专注电影事业，一心只想把电影拍好”，

既是老一辈电影人的风骨，也是新一代长影

人的坚守。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远处，一栋白色小楼

静静矗立。这里，便是很多电影编剧曾经向

往的小白楼。《英雄儿女》《人到中年》以及电

影《上甘岭》中的歌曲《我的祖国》……一部部

剧本、一首首音乐在小白楼里产生，又被搬到

长影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最终走上大银幕，

成为时代记忆。

如今，小白楼的故事仍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年轻的创作者。

“从小便听说小白楼的故事，它引导激励

着我从事编剧行业。”长影剧本中心副主任林

晓琳介绍，近年来，为了从源头抓好电影创

作，长影一方面努力加强自有编剧人才的培

养，另一方面策划制定了“签约编剧”及“特约

导演”工作机制，吸纳具备大量行业经验和创

作实践的优秀电影人才，建立常态化联系，达

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切实充实创作队伍，

扩充优秀剧本储备量，丰富长影作品的题材。

“让游客可以真切感受中国电影
事业的发展脉络”

长影旧址博物馆的展厅内，一场经典影

片《上甘岭》的“快闪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

演出谢幕时，博物馆的演员们和来自天南海

北的游客共同唱起《我的祖国》。

今年，长影旧址博物馆推出“沉浸式博物

馆”游览体验，由表演专业的大学生在展厅内

演绎电影《上甘岭》和《保密局的枪声》的经典

桥段，让电影人物与游客互动。

1998 年，长影启动文化体制改革。现

在，长影集团有长影世纪城、长影电影音乐

厅、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电影院等文化场

馆。

坐落于长影老厂区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是长影集团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于2014

年修缮完成的。202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入

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2023年，中国现存

最早、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长影

旧址博物馆洗印车间免费向公众开放。开馆

以来，长影旧址博物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近百

万人次。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珍藏了不少经典电

影的剧本，还有拍摄电影的道具、服装等物

件，让游客可以真切感受中国电影事业的发

展脉络。”叶子龙介绍，近年来，为了优化游客

游览体验，还推出了“沉浸式博物馆”活动，提

供“光影照相馆”旅拍服务，让参观更多样、更

充实。

持续推出佳作、丰富游客体验、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如今的长影，依旧青春蓬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长影将始终

坚持把创作生产优秀影视作品作为重中之

重，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

影视作品。”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庄严

说。

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持续创作影视精品

帧 帧 光 影 映 照 流 金 岁 月
人民日报记者 汪志球 郑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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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根 人 民 ，共 赴 山 海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见闻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6月6日至11日，“长江-密西西比河”中美青年交流活动在湖北举行，40余名中美青年走进湖北省十堰市、武汉市和宜昌市，感受荆楚文

化，探寻绿色湖北。

“长江-密西西比河”中美青年交流活动是“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旗舰活动的组成部分。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 摄

这是6月11日在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

上拍摄的文创设计作品。

6月10日，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山东

省滕州市开幕。比赛以“传承鲁班文化、弘扬中国智慧”为

主题，于4月2日启动，两个月时间共收到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参赛作品2200余件。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发布

15部作品获荣誉

“金豪笔编剧之夜”举办

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云龙）中国内地端

午节假期票房表现疲软，人们寄希望于即将

上映的新片能提振暑期票房。

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日前公布的

数据，中国内地端午档（6月8日至10日）总票

房为 3.83 亿元人民币，为近十年来同档期的

第三低，仅高于2022年和2020年。

猫眼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张彤向新华社记

者指出，今年的端午档缺乏像去年犯罪惊悚

片《消失的她》这样票房亮眼的商业大片。

青春喜剧《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以超

过 7100 万元人民币的票房，约占总票房的

18.6%，位居端午档票房榜首。

紧随其后的是犯罪喜剧《扫黑·决不放

弃》和以香港为背景的剧情片《谈判专家》，票

房分别接近6900万元和5100万元。

乔治·米勒执导的《疯狂的麦克斯：狂暴

女神》备受期待，但这一“后末日”动作电影系

列的最新作品仅以2500万元的票房收入排名

第六。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片未能超越美国

动画片《加菲猫家族》的表现。后者于 6 月 1

日上映，端午假期票房超过5000万元。

“所有新片的档期票房均未过亿元，”张

彤表示，“总体票房表现低于预期。”

她指出，今年端午档上映不少中外新片，

涵盖喜剧、动作、悬疑和动画等多种类型，但

“缺乏能带热大盘的商业大片”。

与去年的亮点《消失的她》不同，今年端

午档缺乏一部主力影片。由朱一龙主演的

《消失的她》在2023年端午档的票房超过5亿

元，将该档期总票房推升至9亿元以上。

业内人士将端午档视为暑期档的开端，这是中国内地电影业

最长的单一季节档期，跨度从6月1日至8月31日。

当前，人们将希望寄托在即将上映的影片上。根据电影数据

平台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暑期档已经定档的影

片类型多样。

国产影片阵容包括刚刚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狗阵》，改编自

热门小说的剧情片《云边有个小卖部》，以香港为背景的动作片

《海关战线》，以及追光动画的动画片《白蛇：浮生》。

引进片亮点包括日本动画《排球少年!!垃圾场决战》和美国动

画《头脑特工队2》和《神偷奶爸4》。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指出，传统暑期档票房峰值期从6

月下旬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市场仍在等待更多影片的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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