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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题材剧《执行法官》正在央视八套

播出，这是一部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法律人职

场剧，剧情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件，展现了法

院执行工作的艰辛以及司法进程中“以人为

本”的核心理念，精心打磨的职场故事诠释

出司法的温度、力度、深度，得到不少职业剧

爱好者的好评。

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执行法官》讲述了优秀刑庭法官齐麟

（罗晋饰）在轮岗到法院执行局的过程中，结

识了执行二庭庭长楚云（杨子姗饰），二人工

作方法迥然不同，但通过一个个执行案件的

办理，两人从矛盾重重、分歧不断到携手作

战、默契配合，带领法院执行团队解决了一

系列棘手案件的故事。

“法律判决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法律正

义，要使判决获得事实正义，即老百姓能够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且实实在在的物

质结果，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

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法院执行工作

被称为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但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在《执行法官》

中，主创通过男主角齐麟不断向观众解读，

对于不少案件，人们往往更关注判决结果，

但最终判决的“白纸黑字”变成当事人手中

的“真金白银”这一“事实正义”，正是通过执

行法官不遗余力的付出来实现的。

剧情开篇的马场案就很有代表性，欠

钱的马场老板以“没钱、马也死了”为由，拒

不执行生效判决，让法院执行人员一筹莫

展。法官齐麟展开细致工作，通过网络上

马场的定位面积和实地面积的差额，推测

出马场设有暗房，他夜访马场，果然发现隐

藏饲养的马匹，由此获取财产线索确保案

件得以执行。在另一起民事纠纷中，老人

的退休金被法院判决按月支付给儿子，引

起老人女儿大为不满，齐麟法官多方了解

才得知问题焦点是多年的家庭积怨，他通

过化解老人与儿女之间的心结，最终让案

件双方接受了彼此，一个执行案件的解决

也换来一家人的和睦。

真实职场味道增强故事代入感

《执行法官》通过校园裸贷案、医院腾床

案以及因赡养老人产生的纠纷等一起起热

点案件，将法院执行这一民生工作变成了具

象化的故事娓娓道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演

绎，同时也不断抛出情与法相矛盾时如何选

择的问题，让观众跟随主角人物的视角，看

到有高度的执法和有温度的执法是怎样融

合在一起的。

除了故事性强，剧集另一个看点是“职

场氛围”拉满。该剧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指导，创作筹备用时三年，主创团队多次走

进法院与基层法官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

聚集了众多实力派演员，作为观众追剧的直

观感受就是每个演员出场时，角色都带着很

强的说服力，真实的职场味道让整个故事具

有很强的代入感。

剧中，不论是领导安排轮岗时的单独谈

话，还是法院党组大屏幕指挥现场执行，以

及执行庭内法官之间的互动、下班后法考的

交流、业余时间健身打拳，职业场景营造像

带着观众亲历基层法院日常一样，让人感到

亲切真实，写实的镜头语言有种赏心悦目的

舒适感。

主角人物成长线设计巧妙

《执行法官》聚焦一群青年执行法官的

成长，剧作一大亮点就是主角的成长线。

男主角齐麟原是刑庭法官，作为法院三年

的结案冠军，齐麟轮岗到执行庭时心里带

着抵触，瞧不起执行二庭这个全院投诉率

最高的集体。他一直认为只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

照法律条文办事，就是一个称职的好法官，

可来到执行二庭之后，齐麟在观念上发生

了一些变化，他通过一起起案例，终于明白

了为什么说“执行工作是法律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

剧中女主角、执行二庭庭长楚云最初对

自己的工作方式盲目自信，直到齐麟到来

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以往的盲区。目前播出

的剧情中，双方冰释前嫌，在执行工作中都

获得了进一步的成长，也让观众随着主角的

成长获得一路追剧的满足。

相对不足的是，《执行法官》在人物塑造

方面还存在一点遗憾，比如女主角在前几集

中形象刻板，说话夹枪带棒，缺乏共情，显示

出剧情设定的刻意，属于角色处理上真实性

让位于戏剧性。此外，剧中一些执行案件，

比如多年的家庭矛盾或积怨，凭借法官的一

席劝解就被化解，剧情处理有些简单化、理

想化。但总体来讲，《执行法官》仍不失为集

普法与娱乐于一身的职场好剧。

据人民网电（刘颖颖 实习生 张婧怡）

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浙江省文联、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三届中

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临平赛区）在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举办。

据悉，本届牡丹奖前期共收到参评作

品465个，涵盖122个南北曲种,共设立4个

分赛区，浙江临平赛区共有46个参赛节目，

参加人员600余人。

经过两天四场的紧张角逐和评奖委员

会评审，本次分赛区比赛共有11个节目、15

位演员脱颖而出。曲艺小品《追风的人》、

昆明说唱《瞌睡·枕头》、南音《福自近邻

来》、南音《南音魂》、上饶信州道情《一次突

发行动》、潮曲表演唱《烽火侨批》、曲艺小

品《一碗豆花饭》、南通说唱《花二侯卖花》

获得节目奖提名；曾恋、于飞、魏小燕、施金

裕、林玉婷、钱泓伊、管新成获得表演奖提

名；台州鼓词《千秋长耀赤子心》（作者：尚

文波）、粤曲《人民就是江山》（作者：张况）、

四明南词《火种》（作者：沈姿颖、鲍愚）获得

文学奖提名；贾晓荻、梁颖笳、姜婷等人获

得新人奖提名。

随后，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

曲艺大赛汇报演出暨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

团“送欢笑”走进临平专场演出在曲苑集锦

《“浙”里曲艺也疯狂》中拉开帷幕。演出由

中国曲协副主席翁仁康和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主持人鞠萍联袂主持。巩汉林、金珠带

来的小品《幸福的岁月》，邵峰、吕腾飞、张瑞雪表演的小品《桃

子》用幽默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表演描绘出生活中的种

种趣事，赢得了观众的阵阵笑声和掌声。由盛小云、范军、翁仁

康、梁玉嵘4位曲艺名家带来的《牡丹飘香醉临平》，将苏州弹词、

河南坠子、绍兴莲花落和粤曲的经典唱段完美融合，尽显中华曲

艺的多姿多彩。女高音歌唱家韩延文深情演唱《我的祖国》，让

现场观众心潮澎湃。整场演出在优美的旋律和观众的热烈掌声

中圆满落下帷幕。

据人民日报电（记者 刘阳）中宣部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

天”2024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会9日在京举行，一批新片在发布

会上亮相。

2024 暑期档电影片单共分五大主题单元。其中，“中国精

神 光影赓续”单元作品注重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包

括《解密》《出发》等影片；“中国故事 光影抒写”单元作品主要

以讲述身边人、身边事的现实题材为主，包括《逆行人生》《云边

有个小卖部》《来福大酒店》等；“中国美学 光影绘就”单元包括

《白蛇：浮生》等影片，弘扬中华美学，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

采；“中国创新 光影探索”单元展现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步；

“中国市场 全球共享”单元则包括多部国际影片。

中宣部电影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人将继续践行“与

观众在一起”的理念，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情拥抱更多电影

观众。期待各方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延续中国电影市场红红火

火的态势。

据新华网电（记者 史竞男）首部中国和伊朗合作的“一带一

路”题材电影《长安·长安》讲述了一段跨国爱情故事，也展现了

西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特色。

日前，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在京主办的专家观影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围绕电影主题立意、影视国际合作以及电影在促进“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影片导演张忠介绍，《长安·长安》故事跨越30年，采用戏中

戏结构，通过多重时空呈现。影片以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和中

亚作为拍摄地，片中既有西安国际港务区、中欧班列长安号等现

代化元素，也有兵马俑、大唐不夜城、秦腔等历史文化元素，展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流互鉴。

专家表示，《长安·长安》是一部选题独特的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是树立全球视野、注重国际化表达，用电影讲好“一带一路”

故事的生动实践，兼具人文价值和时代意义，为中国电影“走出

去”积累了新经验。

据中新网电（胡丰盛 黄彦君 朱小芳）

市井繁华，摊贩商户沿街叫卖，船只往来不

断，桥上行人熙熙攘攘……北宋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盛

景，因其内容繁杂、画工精湛而成为国宝级

文物。

近日，在浙江嘉兴海盐，一幅颇具本土

特色的《清明上河图》引人关注。当地国家

级非遗嘉兴灶头画传承人赵生波，跨越4个

月，运用本地灶头画技艺，以水墨的形式再

现了这幅传世名作。

走进位于该县通元镇丰义景区的江南

灶画传统文化展示体验点，这幅已完成的水

墨长卷正挂在墙上，占据了半个多房间。赵

生波骄傲地说，这幅水墨《清明上河图》按照

1:1的比例临摹，整幅画作长5.28米，宽24.8

厘米，全画与原作的误差不超过1厘米。

走近细看，水墨《清明上河图》与原作一

样线条细腻、人物繁杂，细到人物服饰装扮、

屋顶瓦片数量、屋内陈设，也都能一一对

应。端详之下，如同进入了一个喧嚣热闹的

古代闹市。

赵生波是通元镇联新村人，作为灶头画

浙江省级非遗传承人，打灶头是祖传手艺，

传到他已是第九代。10岁学灶画、17岁学砌

灶，至今他已砌灶并绘制灶头画3000余套，

凭借出色的创造力，其创作的每一幅灶头画

图案各不相同。

“灶头画的特点就是不打底稿，而且要

趁着灶头刚打好，表面材料还润湿的情况

下，完成绘画。”赵生波介绍道，这样一来，里

面的砖头吸收表面水分的同时，也将灶头画

颜料吸进去，这样的灶头画经久耐用，几十

年不会褪色。

复刻《清明上河图》时，赵生波便采用了

灶头画技艺，在木板上披涂腻子粉，模仿灶

头材料，再使用细毛笔，直接在披白板上一

笔一笔作画。

“由于篇幅长，我把它分成5个板块，从

3月3日开始临摹。”赵生波说，由于实在复

杂，第一幅板块还没完成，他心里就起了退

堂鼓。但想到自己多年来对灶头画的执着，

他选择坚持下来，画到关键处时常忘记吃

饭，有时拿笔一整天后，胳膊都抬不起来。

在外人看来，复刻这样一幅巨作或许费时

费力，对于赵生波而言，这次“跨界”意义非凡。

江南灶头画诞生于烟火气之中，走的是

民间艺术风格，内容多为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喜庆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图案朴素

艳丽，很少出现《清明上河图》中这样精细、

工整的图案。

采用灶头画技艺完成《清明上河图》，赵

生波既证明了灶头画工匠的技艺，也为灶头

画的未来发展拓展了新的可能，他希望将这

次创作中的收获，转化为未来传承灶头画文

化的动力。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灶头逐渐失去实用

性，依附其上的灶头画也迎来发展转折点。

过去，赵生波打的是柴火灶，如今，他打的主

要是柴改电灶头和展示用灶头模型。

眼下，赵生波的灶头画早已走出嘉兴，

刻画在了上海、江苏等地居民的家中。此

外，他还为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嘉兴非

遗展示馆等打过灶头模型。“灶头画作为国

家级非遗，如何将其传承、发展好，是我们这

一代和下一代匠人的责任。”赵生波说。

据北京日报讯（记者 李夏

至）全国首部 AIGC 科幻短剧

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近日

于抖音及全平台上线，并以每

天1集的频率和观众见面。该

剧将故事放在近未来，讲述地

球古文明遗迹发生异变，三支

势力共同进入数字生成的古蜀

国，展开了一场跨越古今的冒

险之旅，寻找拯救文明的密码，

由此揭开 3000 多年前古蜀国

的神秘面纱。

目前在电影特效制作中使

用的AI技术更多是辅助作用，

被称为“电影+AI”模式。该片

采用的“AI+”模式，则将 AI 技

术放在了主要创作者的角色

上。“我们把 AI 当成一个合作

者，这部科幻短剧集的诞生其

实就是人机共创。”出品方博纳

影业 AIGMS 制作团队查阅了

大量资料，多次到访三星堆遗

址所在地，并邀请历史专家、科

幻作家指导，努力确保科幻短

剧集考古与幻想的完美结合。

尽管现在人工智能工具使

用门槛不高，但制作电影工业

级别的商业内容，其研发、训练

和应用的门槛非常高。依托专

业审美训练出电影化内容，隐

形成本不可低估，博纳影业前

期团队经过研究探索，筹备期

超过两年，在搭建工作流和智

能训练上的时间远超预期。

据浙江日报讯（记者 沈听雨 实习生

牟书瑶）近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出

发》在全国上映。影片以青年毛泽东的游学

历程为叙事核心，讲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

学期间，与友人萧子升一起行程千里、游学

五县、调研社会的故事。

《出发》以细腻而深沉的艺术方式，勾画

出两位意气风发青年的奇妙游学之旅，让观

众在娓娓道来中感受青年毛泽东的热血与

理想。

影片中，带着“个人如何走向社会，青年

学子如何报效国家，中华民族如何立足世

界”这样的思考，青年毛泽东选择“问苍茫大

地”，徒步千里，“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

学之”。有观众表示，从 24 岁的毛泽东身

上，看到了青年伟人面临毕业该何去何从的

思考与抉择，当他选择出发时，那种决然的

自信与笃定，就已点燃了当代年轻人内心的

火种。

该片由中国美术学院等联合出品，由中

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任艺术

总监，中国美院党委书记金一斌、院长高世

名任总监制，中国美院电影学院教授刘智海

执导。

主旋律影片如何跟年轻观众建立情感

连接？《出发》给出了新答案。“今天，年轻人

正与百年前那些热血沸腾的新青年进行一

场跨时空的对话。”影片主创团队表示，《出

发》希望通过构建诗性电影美学，让当代青

年感受革命历史中的精神光芒，并从中汲取

奋进新征程的不竭动力。

据北京日报讯（记者 路艳霞）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新书推介会日前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总编辑李尚介绍，2012年以来，出版社

与北京市文联、北京民协密切合作，组织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目前已出版中文版图书《丫髻山庙会》《西北旺少林五虎棍》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王其和太极拳》《和香技艺》等90余种，英

文版图书29种，电子书5种，内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

舞蹈、曲艺、传统体育、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非遗项目，深

受国内外读者欢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主编石振怀表示，非遗丛书目前已成

为记录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一项系统工程。编写这套非

遗丛书意义重大，反映了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积极参与，这些书具有宣传普及非遗文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史

料价值等。

现场，负责调研、采访和书稿修订工作的汪亭存介绍了《通

州运河船工号子》书稿撰写过程及资料搜集、采访、拍摄情况，传

承人赵义强现场展演了摇橹号、出仓号和拉纤号；《丫髻山庙会》

作者徐玲介绍了丫髻山庙会的独特魅力以及成书过程；《王其和

太极拳》作者杜军明介绍了太极拳的历史及要义；《西北旺少林

五虎棍》作者李俊玲以“写书也是学习”为题，讲述了书籍撰写的

心路历程和感悟。

据新华网电 近日，暑期档第一部爱情

电影《欢迎来到我身边》正式上映。作为爱

情喜剧，《欢迎来到我身边》从创作、立意层

面展示了国产爱情电影的进取心。

故事中，打工人陈小舟，因一场意外出

现了“幻视症”，一旦看到黄色，视线里就全

是橡皮鸭子。好在他遇到了冯佳楠，在后者

身边，陈小舟百病全消。橡皮鸭子，也是定

情信物般的存在。

《欢迎来到我身边》的亮点是破题：亲密

关系如何处理。这个主题浅显又难解，直面

这个主题，需要更多勇气；想要解题，又考验

着主创的创作功底。

现代问题必须置身现代场景。电影充

分调动都市生活点滴，参与到了亲密关系的

构建、破损、修复和升华中。观众可以在毕

业季、烧烤摊，电影院、工作室等场景中收获

沉浸感——连陈小舟最后追赶冯佳楠，骑的

都是共享单车。

也因此，观众快速带入进了角色，并

同样感到棘手——“答应我的事儿不能做

到吗”“我错了行吗，我不想每天都改变”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累吗”。琐事的消磨

已 极 难 忍 受 ，情 绪 的 爆 发 更 让 人 丧 失

体面。

真正可贵的地方也于斯呈现，《欢迎来

到我身边》说教，没有通过“台词”布道，而是

选择给同样的人，两次机会。它选择用爱情

本身的魅力感召观众，将“最当下”的健康理

念注入到爱情电影的血管。

这也构成了《欢迎来到我身边》的差异

化与贡献性。纵观电影市场，爱情片多偏好

沉重感。《欢迎来到我身边》则一改前貌，它

清浅明快的表达，富有幽默的情节设计，都

在大大方方为爱表白：爱是让人快乐的，爱

不是拖累。

《欢迎来到我身边》在爱情喜剧上的处

理思路，对当下饮食男女的悲喜呈现，都将

成为后来者的有益借鉴。

北京日报记者 邱伟

创作筹备三年，主创团队多次走进法院与基层法官面对面交流

《执行法官》生动诠释执法力度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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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上映

为 传 统 艺 术 开 新 篇
非遗工匠再现水墨《清明上河图》：

论国产爱情电影的进取心
爱情喜剧《欢迎来到我身边》热映：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丛书”推出90余种

专家聚焦电影《长安·长安》：

以国际视角讲述“一带一路”故事

2024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

第
十
三
届
中
国
曲
艺
牡
丹
奖
全
国

曲
艺
大
赛
（
浙
江
临
平
赛
区
）
举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