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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奋斗路上热血青春

“幸福到万家”，一句温暖的点题，
道出了一位叫幸福的姑娘嫁到万家庄
后的追求向往，也寄托了让幸福走进
千家万户、用奋斗开创幸福未来的价
值内蕴。

剧中主人公何幸福出身农村，却
从不自卑，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观众
跟随何幸福的脚步目睹了万家庄一路
波折而又充满希望的发展变化。随着
剧情层层推进，“万家庄宣布禁止婚
闹”“冒名顶替上大学毁了当事人一
生”“水尾村孩子群体性血铅中毒”等
社会议题的铺展，也成功打破了受众
圈层限制，制造了全龄段观众热烈讨
论的景观。

有观众表示：“幸福不是老天爷的
赐予，要靠自己奋斗得来。”还有一些
观众认为，“从何幸福的身上看到了农
村女性推翻既有‘生活样本’‘命运剧

本’的可能。”剧中，何幸福“凡事要讲
个道理”“活得明白，活出自我”的人生
态度，也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中国传媒
大学研究生郭涵钰观剧后表示：“故事
在乡村振兴的社会议题之外，衍生出
幸福与奋斗的人生议题。作为一部现
实题材剧作，《幸福到万家》在讲好故
事、塑造好人物的基础之上焕发出的
现实意义更显可贵。”

现实主义创作引发观众共情

《幸福到万家》开篇不到十五分
钟，就抛出了“闹婚”这个矛盾，迅速抓
住了观众的眼球。对旧的乡村习俗进
行批评与反思，让观众直呼“血压飙
升”，气愤万传家婚闹不道歉，为秀玉
大学名额被顶替心疼……大结局播出
后，很多观众表示了对这部剧的不舍。

该剧不仅收视率高、热度高，也
收获了网友的一致认可。有观众说
能在剧中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同

样是在农村长大、在城市生活工作
的李楠表示：“摘辣椒、编草篮、热闹
地吃席……剧中好多细节都勾起了满
满的回忆，值得反复品味。剧中的何
幸运，就是十多年前刚毕业在上海艰
难生活的自己。”

导演郑晓龙坦言：“我们并没有回
避尖锐的矛盾，如王家土地被征用、
秀玉高考学籍被冒用……在指出问题
的同时，我们也在尝试给出一些解决
办法。”

“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站在时代
的高度对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通
过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描述，带出那
个时代社会生活所面临的诸般矛盾。”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电视剧《幸福
到万家》将新农村的建设和城市的发
展结合起来，恰恰把握了这种创作上
的整体性。

在充满烟火气的叙事视角下，《幸
福到万家》以基层社会战胜贫困蝶变
成长的社会真实为基础，尊重人物性
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中国电视艺

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李跃森看来，“透
过小人物的苦乐交织、笑泪交替、跌宕
起伏，新时代的农民群像跃然荧屏”。

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框架，剧中
人物在挣扎中跃起、在矛盾中成长、在
冲突中觉醒的过程，细腻鲜活地反映
出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也揭示出平
凡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

生动呈现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

《幸福到万家》制片人曹平介绍：
“剧中的这些案例都是农村中真实存
在过的。现在不少农村在经济层面实
现了脱贫，但在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
建设方面依然有缺失。”因此，《幸福到
万家》将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直面现代
农村社会发展遇到的切实问题，在更
宏阔的视域中展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巨大变化。在幸福“斗闹婚”“开客
栈”“倡环保”的过程中，乡亲们的法治
意识不断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对于公平正
义、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热切，生动折
射出我国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
成果。

相较于过往的农村题材，《幸福到
万家》深耕对农民精神向度的关怀，折
射出传统人情与现代法治观念之间的
碰撞，为乡村振兴剧提供了新内涵，实
现了新立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副院长杨乘虎表示，“该剧创造性
地把乡村振兴的主题嵌入法治中来表
达，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其对于法理、
公道、人心这三维要素的执拗坚持”。

“农村题材随着时代发展，履行了
为时代画像的职责，创作者记录了中
国农村的一系列变化，描摹出农村发
展的各个阶段出现的新思想、新观
念。”在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副会长李京盛看来，《幸福到万家》着
力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多维度呈现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是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写实之作。

（《光明日报》牛梦笛郑雪如）

《幸福到万家》：乡村振兴剧的新样式

碧波一道开 周文静 摄

以科创为推动主线
上海发布“十四五”
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上海市文物局近日编制印发《上
海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规划》分为发展形
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四
个部分，主要有四个亮点。

提供科技赋能文物保护的“上海
经验”。《规划》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

“十四五”文物工作的主题主线，在基
层文物安全预警、近现代文物建筑预
防性保护、文物修缮、水下考古和科技
考古等领域，利用好上海打造“科创中
心”和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优
势，探索建立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
协同合作的科技创新机制，完善研究
方向布局，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成
果转化应用，切实提升文物保护利用
科技水平。

推动实施让文物“活起来”的“上
海实践”。“十四五”时期，上海文物工
作将从最有资源、最有优势的地方入
手，谋划、实施“建筑可阅读”“海派城
市考古”“大博物馆计划”“长江口二号
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等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卓越实践，切实推动文物
保护利用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共享。

打造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上海
方案”。《规划》明确要坚持系统性改革
观念，全面深化本市文物领域各项改
革举措，重点聚焦社会文物管理综合
改革试点、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等国家文物局交
给上海实施的改革试点，以及基层治
理、博物馆体制机制改革等解决文物
保护利用“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制度创
新，当好全国文物领域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建立文物领域交流互鉴的“上海
模式”。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
口，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舞台。《规划》提
出要通过文物资源扩大文化交流合作
与多层次文明对话，进一步提升中华
文明以及上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方面，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推动上海深度融入国际文
物艺术品交易市场，加快推进国际文
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增强上海文
物艺术品市场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另一方面，将依托文物加快构建上海
文化叙事体系，围绕中华文化“走出
去”整体战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
上海精彩。 （中新网 高志苗王笈）

近日，由中国电
影家协会、福建省电
影局、中共泉州市委
宣传部主办的“2022
中国电影编剧周”在
泉州市正式启动。

中国电影家协会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
长闫少非表示，活动
将围绕“‘中国影协
杯’年度优秀电影剧
作推选和推介活动”，
整合电影编剧论坛、
电影编剧培训、电影
创作采风等活动，设立

“‘中国影协杯’青年电
影编剧扶持计划”，推
动文学创作与影视化
改编良性发展，努力为
电影文学创作和编剧
交流搭建平台，为优秀
电影剧本创作和产业
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活动上还公布了“第十二届‘中国
影协杯’年度优秀电影剧作”推选结
果。《夺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十部
优秀电影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影协
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荣誉。

据悉，“中国影协杯”年度优秀电
影剧作评选活动创办于2009年，是一
年一度对上年度在国内银幕上正式上
映电影作品剧本创作的推优活动，历
来注重电影剧本的文学性、电影特性
和艺术创新。第十二届“中国影协杯”
年度优秀电影剧作推选活动经过十余
位业界专家推选委员的推荐，再经过
充分讨论和记名投票，最后产生十部
年度优秀电影剧作。（人民网刘颖颖）

近年来，一批展现青年干部下
乡、驻村，主动参与脱贫攻坚、融入乡
村振兴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涌现，其中不乏较多彰显当代青年
良好精神风貌的精品佳作。电视剧

《大山的女儿》、电影《情满天山》《阳
光照耀塔什库尔干》近期接连上映，
表现抢眼，在不同层面上获得了热烈
的社会反响。不得不说，这类影视剧
之所以能够让观众叫好，贴近时代、
书写平凡、贴近青年是关键所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可以说，文艺作品承担
着传递时代气息、展现时代风貌的重
要功能及作用，成为当代国人真切感
受新时代的窗口和触角。特别是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人物性格饱满、故事
真切感人的影视佳作，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这类基于火热的社会生活、根据
真实人物故事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准
确把握了时代脉搏，用镜头聚焦平凡
人物及其感人事迹，契合当代人审美

需求，抒写伟大的新时代与新时代的
伟大。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中黄文秀
从名校毕业，放弃了原本城市里优越
的工作与发展环境，选择回到家乡、
回到大山，帮助村民脱贫。电影《情满
天山》中乔小山踏上父亲走过的援疆
道路，与霍拉山村农民“结亲”，开展
帮扶工作。电影《阳光照耀塔什库尔
干》则讲述了以彭光亮、杨信达为代
表的两代扶贫干部带领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一个偏远小山村脱贫
的故事。

这类题材的影视剧之所以深受
观众喜爱、频频登上热搜，归根结底
在于它们能够紧跟当前创作需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平
凡中的伟大。更进一步说，这类影视
剧在深度挖掘人物事迹的基础上，塑
造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深刻表现当
代中国乡村在新时代发生的巨大变
化以及中国青年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影视制作团
队的主创人员深入当地民众，了解民
风民情，熟悉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风
物，尽量还原生活场景和剧中人真实
的成长环境。镜头语言质朴自然，表
演既不是无病呻吟，也无夸张的渲染
修饰。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题材的影
视作品中有许多当地村民和非职业
演员参与演出，他们原汁原味的动情
表演不仅呈现出自然生动的荧屏形
象，同时也体现出影视主创团队对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作理念
的贯彻与落实。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更高于生
活。当代影视剧的受众广，特别是受
到年轻人的关注和青睐，要创作出符
合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审美的有情怀、
有思想、有温度的影视佳作并不容
易。倘若仅仅依靠明星流量来吸引观
众，可能会遭遇观众“不买账”的尴尬
局面。一部被观众称道、精心打造的
优秀影视作品往往需要在细节上下
功夫，从情节、画面、语言再到服装、
道具、表演，乃至于配音、配乐，细节
处的着力用心特别容易引起观众在
情感上的共振共鸣。不论是电视剧

《大山的女儿》全剧开场“悬念的一分
钟”，还是电影《情满天山》独特的双
线叙事手法，抑或电影《阳光照耀塔
什库尔干》对天、地、人和谐共存观念
的深度表达，这些影视作品的制作者
们都力求以有别于过去的讲述方式、
表现策略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
声音。当代影视剧不断寻求艺术上的
突破，探索艺术创新的新路径，不仅
为观众呈现出精彩的视听表演，更将
人物形象和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展
现得淋漓尽致。

天气炎热，这样的季节，适宜去
乡村过夏天。刚好前两天，母亲打电
话说，她还有些农活没做完，希望我
抽空回老家一趟。择一周末，我特意
回了乡下。一进门，母亲见我风尘仆
仆地赶来，立时笑脸盈盈地在厨房忙
开了。一个小时不到，满屋就飘荡起
荷叶香了。

就在我贪婪地嗅着那缕缕香气
时，不知何时，母亲已端着一碗荷叶
粥送到了我的面前。我迫不及待地啜
了一口，立时，淡雅的清香就征服了
我的味蕾。

母亲在一旁静静地坐着，看我吃
得那么急促，打趣地说：“慢点吃，也
没人跟你抢食。”我一边吃，一边回应
母亲说：“好久都没吃到这么香的荷
叶粥了，真爽。”母亲听我夸她的粥
好，笑得更灿烂了。“我知道你从小就
爱吃我做的荷叶粥，一接到你要回来
的电话，我就准备熬粥了。”母亲滔滔
不绝地说着，末了，又补充道：“以后
想吃荷叶粥，就回来，娘给你做。”我
一边应承着，一边埋头吃着粥，直到
吃得肚圆腰鼓，才抹把嘴，停歇下来。

这次回乡，我特意选了个凉爽的
双休日，一来帮母亲拾掇点农活，二
来也避避暑。白天，我陪着母亲下
地，给蔬菜浇水，给农田除草、给果
园打药。晚上，我陪着母亲一起看电
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幸福的
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两天时间转
眼就过去了。第三天，我特意起了个
大早，想赶在回去之前，亲手给母亲
做顿早餐。哪知，当我洗漱完毕，准
备进厨房给母亲做早餐时，才发现
母亲早起来了。端着早餐，倒催着我
去吃。想想今朝一别，又要等到“十
一”国庆节放假才能看到母亲，我既
有些不舍，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想
给母亲做顿早餐，而勤快惯了的母
亲却时刻记挂着我，根本不给我这
样的“机会”！吃着早餐，我思忖着，
无论如何都要弥补这种遗憾。想着
想着，我有了主意。

“妈，我还有些没吃饱，能不能指
点一下，教我怎么做荷叶粥？”吃过早
餐，我故作不好意思地对母亲说。“傻
孩子，又想吃荷叶粥了吧，娘这就教
给你。”母亲转身又走进了厨房。母亲

一边手把手地教我，一边告诫说，做
荷叶粥看似简单，却大有玄机，时刻
得把握好火候。首先是大火熬30分
钟，再中火熬10分钟，然后换成小火
熬10分钟，最后，再静放10分钟。母
亲说，这样煮出来的荷叶粥，才入味
深，味道醇，荷香清悠，美味可口。听
完母亲的讲述，我不忍她刚放下碗筷
又为我操劳，推说已掌握了熬粥的诀
窍，让她去客厅休息。可母亲并没有
闲着，每到要换火之时，总能从客厅
里传来她爽朗的提示音：“该换火
了。”听着母亲关切的声音，我的心里
暖暖的。很快，一锅弥漫着荷叶香的
荷叶粥，在母亲的调教下和我的精心
守候下诞生了。

“妈，尝尝这荷叶粥。”粥熟了，我
舀了一碗放到母亲面前。母亲拿起筷
子，美美地吃了一口。她望望我，又望
望眼前的荷叶粥，点了点头，甜甜地
笑了……

温润可心荷叶粥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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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迎来收官。该剧凭借细腻温暖的笔触、富有张力的剧情和现实主义表达，

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一抹亮色。这部聚焦女性励志成长、展现乡村建设新图景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播出后

热度不断攀升，受到众多年轻观众追捧。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该剧全网正片播放市占

率峰值达31.41%，连续22天登上电视剧全网正片播放市占日冠军。围绕剧情展开的女性成长、农村生活、

法治建设、婚姻关系、子女教育、地域旅游等话题，也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