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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7 日上午，2024 年全

省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分享会暨创新人才

培训班在兰州文理学院举办。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润

强，兰州文理学院党委书记苟永平出席

并致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纪录片委员会会长赵捷，省广电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郭永辉，省广电总台党委委

员、副台长王银军，兰州文理学院副校长

张金尧，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廖健太等出席相关活动。

嘉宾分享摘录院

围绕纪录片叶珍爱之地曳谈甘肃纪录
片创作

中广联合会会长 赵捷

中国纪录片首先记录自己民族发展

的历史遥
也记录和友好国家交往的历史遥
最重要的就是记录这么多年中国人

面对自然袁面对变化所做的努力袁是我们

中国人的奋斗史遥

用纪录片打开敦煌
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秦川

敦煌文化涵盖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和交流袁涵盖了古代军事尧政治尧文化尧民
族和丝绸之路上千千万万的生活细节袁
犹如一部博大丰富的丝绸之路百科全

书袁一座中华文化的富矿袁纪录片人从每

一个剖面野挖冶进去都能找到宝藏遥

微纪录片创作漫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尧博导 贾秀清

好的微纪录片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钥
让我们从案例出发袁见微知著袁共同

探索微纪录片的本体特征尧 探讨创作出

优秀微纪录片的前提条件袁 进而发掘作

为地方融媒体记者的自身优势袁 明晰创

作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袁把握规律尧大
胆创新袁创作出让自己满意尧令观众喜爱

的微纪录片吧浴

再现风格纪录片的经验分享
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尧大奖作品叶岳

麓书院曳执行总导演 杨宝成

影像本身具有记录性袁 这个功能在

纪实性的纪录片体现得更为充分遥 这一

点在众多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体现得并不

是很充分遥

WORD TO WORLD院 语言即世界
纪录即连接

著名纪录片撰稿人 张海龙

强调立足国际表达 渊野去政治化尧去
工作化冶冤袁 运用国际人士能看懂而且会

喜欢的视角和语言袁让大自然说话袁让动

物说话袁让植物说话袁让人物少说话袁坚
持唯美标准渊画面尧解说尧语言尧结构都要

唯美冤袁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

事袁 以点带面反映美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遥

追求时代审美袁弘扬时代精神
甘肃表是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刘青录

以时代审美为核心选择大众喜闻乐

见的题材袁 选择以彰显野甘肃题材尧西部

风格尧中国立场尧国际表达冶的选题作为

切入点遥 以精良团队为基础创作爆点实

现破圈突围遥 尤其是编剧尧导演尧演员团

队袁让作品有筋骨尧有温度尧有力量遥以平

台需求为根本袁 从项目的前期立项尧策
划尧剧本创作尧卡司尧拍摄尧播出尧宣传全

流程根据平台需求确定遥

以叶中国西北角曳为例要要要浅谈当下
纪录片创作中的动机与链接

甘肃君健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李剑兵

我带着叶中国西北角曳的策划案去国

家广电总局去推荐袁论证会上袁一位领导

问我袁为什么要拍叶中国西北角曳钥纪录片

创作中袁为什么寻找动机很重要钥因为不

明确的动机多数是一时兴起袁难成大器浴

创新驱动袁打造纪录片新语态
纪录片导演 李妍

在全媒体时代袁 纪录片需依赖内容

拓展尧形式创新和技术革新三大动力遥破

壁融合袁跨界合作丰富题材曰组合叙事袁
精准传播拓宽渠道曰AI尧AR尧VR 等技术

拓宽叙事空间袁激发创作新能量袁共同推

动纪录片产业创新发展袁 彰显新时代纪

实影像价值遥

新媒体创作思路及变现模式
兰州胡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开放

短视频的创作核心理念就是院 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袁简单的问题有趣化袁有趣

的问题有用化袁 这样才能兼具传播效应

和社会价值效应浴 而短剧的创作核心理

念是情绪价值袁所谓情绪价值不是野智商

减半袁快乐翻倍冶的概念袁而是根植于民袁
与民共舞的理念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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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院长田沁鑫编剧、导演，张艺兴等主演的

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引爆社

交媒体，受到许多年轻观众的追捧。该话

剧以 1935 年的法国巴黎和 2035 年的中

国敦煌为背景，通过古今交织的叙事手

法，讲述两代敦煌青年奇妙交错的爱情

故事及心灵共鸣，打造了既青春现代又

满载中国审美的“敦煌空间”，让现场观

众穿越千年时空，一梦入敦煌。

近年来，以敦煌为核心的文艺作品、

文化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如何让古老的敦煌艺术焕发新的生命

力？敦煌又为何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灵感

源泉？12 月 29 日央视综艺频道(CCTV-
3) 22:20 档，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田沁

鑫将走进《文艺里的新中国》，讲述原创

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背后的创作

故事，讲述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自

首演以来便引发许多年轻网友的关注。

而就是这部被现场观众用“燃”“热血”来

评价的原创音乐话剧，在创作初期，让有

着二十五年话剧执导经验的田沁鑫导演

犯了难。面对敦煌题材的创作，她担心自

己找不到切入点，怕以偏概全。

田沁鑫与敦煌的缘分，还要从她的

幼年时期说起。那时她经常看到母亲画

画的背影，母亲的笔下有山水、花鸟，也

有佛手和菩萨造像。幼年时的田沁鑫对

这些用毛笔勾勒出来的造像感到好奇。

母亲告诉她这些形象来自敦煌，那个地

方很远，有无垠的沙漠，有美丽的洞窟，

洞窟里有很多传奇和精美的壁画。

带着这份童年记忆，田沁鑫和剧组

第一次踏上了敦煌这片让她魂牵梦魇

的土地。站在敦煌壁画前，她想起母亲

当年和常书鸿先生在那些藻井前看到

的奇异魅力，看久了似乎觉得能动起

来。震撼之余，田沁鑫也不忘向母亲

“现场直播”自己看到的场景，“让母亲

也高兴一下。”而站在敦煌第 254 窟

《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面前，她似

乎又“穿越时空”，更加理解了“舍身饲

虎”的故事，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常

书鸿先生所理解的奉献之意。

1935 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

书鸿先生，在法国巴黎被《敦煌石窟图

录》中三百余幅照片所展现的“中国美术

史”所震撼，毅然决定放弃法国优渥的生

活，回到战火中的祖国。站在《萨埵那太

子舍身饲虎图》的面前，他感叹“只有抱

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出一番事

业。”从此，常书鸿先生以一己之力投身

大漠，为守护敦煌倾尽一生，付出了他的

全部，正像他写的传记书名———《愿为敦

煌燃此生》。

受到《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感召

的，不只有常书鸿先生。40 多年前，原甘

肃省歌舞剧院院长、《丝路花雨》原创编

导许琪在敦煌采风时，也曾被《萨埵那太

子舍身饲虎图》中所蕴含的巨大艺术感

染力所震撼。“老师电筒手一打到中间，

萨埵那太子的老母亲苍苍白发，还抱着

自己的孩子。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就

是这样的艺术感染力，让许琪从心灵里

感到我们祖先的伟大，也对他们的创作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带着这份感动与震撼，甘肃省歌舞剧

院创作了中国舞剧《丝路花雨》，并在

1982 年荣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大剧院，

演出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在《丝路花雨》充

满中外人民友好、中国人舍己救人的精神

和宽厚民族品质的剧情里，外国人和外界

的人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为了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丝路花雨》也进行过多次改造和创新，

将投影等现代化数字技术运用到了舞剧

中，为观众带来了一次次新的视觉盛宴。

而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则选

择了“戏剧 + 电影 + 数字”的创新形态，

不仅让观众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时空间

穿梭中了解常书鸿先生的事迹，感悟他

的精神，更通过用 3D 等视觉呈现手段，

展现影响常书鸿先生精神世界的《萨埵

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的故事，用新时代的

创新表达，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常先生所

理解的奉献之意。

愿为敦煌燃此生。以常书鸿、段文

杰、樊锦诗等几代敦煌人为代表的“莫高

精神”，在今天依然在召唤一代又一代的

年轻人，奔赴敦煌，为守护中华文明，付

出坚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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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同心歌盛世 携手共谱新篇章
为深化校地合作，有形有感有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2024

年 12 月 25 日，“校地同心歌盛世 携

手共谱新篇章”河西学院———肃南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系列主

题活动在河西学院举行。张掖市委常

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杨宪辉，中共肃南

县委书记陆思东及县四套班子领导、

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学校领导梁

兆光、李广、强梅、高荣、殷大斌、赵

柱、王新华出席活动。

期间，举行了“同心石”落成仪式。

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市县领导考

察调研了敦煌文化传承创新中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沉浸式主题校

园、智慧就业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基地、甘肃省应用真菌工

程实验室等场所，并观看了河西学院

宣传片《扎根》。

晚上，系列主题活动之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专场文艺晚会

在河西讲堂举办。学校各学院师生代

表共 800 余人现场观看，肃南县群众

和我校师生共两万余人通过“河西学

院在线”直播观看。晚会分“岁月印

记、多彩繁荣、共富华章、筑梦未来”

四个篇章呈现，在开场舞蹈《启航》中

拉开帷幕，瞬间将全场气氛点燃；舞

蹈《时光牧人》在演员们整齐优美的

动作和大气磅礴的乐声中震撼登场。

紧接着，歌曲《幸福家园》唤醒了观众

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在女子群舞

《彩络》中，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服

饰，用灵动的舞姿描绘出繁花似锦的

美好景象；小合唱 《各族儿女歌唱

党》，展现了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民族大合舞

《同心共舞歌盛世》，表达了生在中

华、何其有幸的幸福感与自豪感。伴

随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晚会圆

满落幕，线上线下广大观众和各族师

生在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中接受了一

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

教育。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二级党组织书记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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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丝烫雕，不仅是一项非遗技艺，

更是一份传统文化记忆。采用绸缎铝丝

等材料，通过纯手工掐丝、拓印、烫雕、

拼接等多道繁杂工序，最后制作成精致

的成品。主要被用在戏曲头饰、汉服婚

礼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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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媒体宣传项目《同心筑梦》启动

一梦入敦煌！共同感受来自敦煌的召唤

2024 年全省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分享会在兰州举办

2024 年 12 月 29 日，由甘肃省民族

事务委员会与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推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型

全媒体宣传项目《同心筑梦》”在甘肃省

广电总台融媒体中心启动实施。省委统

战部副部长，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赵凌

云与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

长、总编辑，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石琳出席并致辞。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做

好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意义十分重大。作为 2025 年甘肃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点

项目，甘肃省广电总台将充分发挥人才

队伍、主流媒体传播渠道和技术力量等

优势，在全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程度的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我省民

族工作经验做法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典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凝

心聚力，为铸牢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推

进中国民族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

据了解，该项目将在甘肃省广播电

视总台所属全媒体平台推出各类报道和

视频作品，还将在甘肃卫视频道晚间黄

金时段推出《同心筑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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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丝烫雕

青毛狮子———魏大明
走进榆中县马坡乡河湾村，冬日里

凛冽的寒风也抵挡不住人们对手艺传

承的热情，画匠魏大明欣赏着他做好的

青毛狮，期待新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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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7 个项目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 2025 年度资助项目名单
近日，甘肃省 7 个申报项目成功入

选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5 年度

资助项目名单，资助额度达 801 万元。

自 2014 年国家艺术基金工作开展以

来，甘肃省共有 99 个项目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 9904.4 万元资助，为全省艺术

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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