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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
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近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
应积极配合国家政策，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获得健康的体育
市场。

作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
界当选议员，霍启刚表示，应该
从更高的层面谋划香港体育的
发展。他说：“从整体上来看，
现在的香港体育政策要求的是

‘三化’，即精英化、普及化、盛
事化，是时候研究一下未来如
何将特区政府资源投入到体育
当中去。自己作为立法会议
员，必须往高一点看。”

“香港的很多政策都是配
合国家大政策而定的，比如在
粤港澳大湾区方面的国家政
策。从体育而言，应该看到国
家已经不单单强调多少块奖
牌，还在有规划、有目标地强

调全面健身，所以香港的体育
政策也不能仅仅是办多少体育
比赛。我们要积极融入大湾
区，打造健康的体育市场。”
他说。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香港队获得了一金两银三
铜共六块奖牌，创下有史以来
的最好成绩。霍启刚评价说这
样的表现是“众望所归”。他
说：“五年前我们也努力争取
好成绩，但是很可惜。这次除
了传统的自行车项目，我们在
游泳、击剑等项目上都取得了
突破，真的是众望所归，所以
还是很值得开心的。”

“现在更需要想想下一届
奥运会了，因为市民们肯定会
有很高的期待。要在奥运赛场
维持高水平不容易，而且我们
就三年时间准备了，这是我们
体育圈要考虑的。”霍启刚
说。 （新华社电）

香港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香港应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助力体育事业发展

近日，记者从第一届全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

“学青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首届学青会初步设置 67 个比
赛项目，其中公开组设 65个项
目（大项/分项），分别为夏季项
目 47个，冬季项目 18个；学生
组设 10个项目，其中有 8个项
目与公开组一致。

据了解，广西拟承办 41
个夏季项目，其中南宁市将承
办50%左右的项目，其余由其
他设区市承办。曲棍球、现代
五项、铁人三项、激流回旋、
花样游泳、橄榄球等6个夏季
项目以及 18 个冬季冰雪运动
项目，将根据广西的场馆条件
和实际办赛能力，由国家体育
总局统筹协调放到广西之外的
省区市举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副
局长卢意文介绍，首届学青会
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开
展，会徽、会歌、吉祥物作品评
选工作目前进入到报批阶段。
此外，广西按照“能用不修、能
修不建”的基本原则，拟新建、
续建、维修体育比赛场馆 42
个。当前，广西体育教科训一
体化基地、自治区体育局所属
备战单位体育场馆设施维修改
造等项目已开工。青运村项目
整体进度完成 64%，项目运动
员抵离中心及附楼已完成主体
施工。 （新华社电）

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
动会初设67个比赛项目

《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
江》《外交风云》《理想照耀中国》《大江
大河》《在一起》《功勋》 ……近年来，
我国电视剧创作聚焦建党百年、脱贫攻
坚、改革开放、抗疫等重大主题，涌现
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现实题材佳作，获
得观众认可和各界好评。

如何在荧屏续写新时代的精彩故
事？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重
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创作协调小组共
同主办的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成果
座谈会上，专家表示，重大主题电视剧
接续热播，让荧屏持续闪耀理想与信仰
的光芒。要继续聚焦主题主线创作，用
心用情抒写新时代动人故事，推动电视
剧高质量发展。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指出，党的十
九大以来，电视艺术界始终立足新时代
的历史坐标，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叫好又
叫座的重大主题电视剧。近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为我国

文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电
视艺术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
新，追求崇德尚艺，讲好新时代的人民
故事。

“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要清醒对标
大历史、大时代，为电视剧创作生产谋
篇布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
司长周继红表示，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
要从时代变迁和人民实践中寻找选题，
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万千气象。要从广
阔的世界舞台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中寻
找选题，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
情怀。

著名导演郑晓龙谈起电视剧 《功
勋》的创作经历，感触颇深：“作品的成
功首先要归功于功勋们自带的光芒。他
们的精神境界、人格魅力，他们在平凡
人生中创造出的不凡功绩，为这部作品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表示，文艺
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出个性化的、有血有
肉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

力求真实。
“时代的文艺必然以主流价值为底

色，那些单纯为吸引眼球、拉动流量而
拍摄的架空玄幻剧、历史戏说剧、烂俗
情感剧，虽然看上去花团锦簇，但经不
住时间的检验，更起不到引领、丰盈精
神的作用。”国家一级编剧马继红说。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认
为，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质与量都
有极大提升。一系列优质现实主义电视
剧，通过对各行各业的表现，折射人民
生活、反映伟大时代。“近年来国家和政
府不断整治行业顽疾、督促文艺创作正
本清源。广大文艺工作者更要把握创作
趋势，努力为大众提供更多优质作品。”

《山海情》以朴实、接地气的叙事风
格，描绘出扶贫路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
事和人物；《大江大河》以典型人物反映时
代变化、彰显时代精神……出品方代表、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监
陆维说：“恢宏壮阔的时代变化，落脚于平
凡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标。”
专家认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电视剧艺术作为大众艺术，应
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精品力作反映
人民心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副会长李京盛认为，近年来，现实题材
电视剧在创作理念和题材表达上均有突
破，如强化国家叙事，让现实题材创作
内容更丰厚；强化现实主义精神，直面
社会焦点、痛点等，这些为今后的创作
提供了重要经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
表示，现实题材剧创作还应注意叙述的
青春化以便给青年观众以代入感，以纪
实性表达贴近观众。

“深入生活，才能描绘出多姿多彩、
充满时代气息的生活画卷。”北京电影学
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电视
文艺工作者要植根中国大地，深挖细
磨，精益求精，坚持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断与时俱进探索艺术表达新的可能性。

如何在荧屏讲述新时代的精彩故事？
——专家热议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新华社厦门12月29日电
（记者邓倩倩）经受疫情考验，
逐步复苏的中国电影市场在即
将过去的一年交出可圈可点的
成绩单。日前在厦门举行的金
鸡电影论坛圆桌对话上，业界
代表普遍认为，2021是国产电
影迅速崛起的一年，旺盛需求
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想象空
间。

2021 年出现了中国电影
史上票房最高的《长津湖》，显
示了国内电影市场的庞大需
求。“只要能拍出优秀的影片，
有动人的故事，中国电影整体
会向好发展。”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傅若清在论坛上
说。

事实上，在 2021年票房排
名前20的影片中，有17部是国
产电影。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健儿认为，这是中
国电影赶超世界先进水准的一
次良机。这一年受大众欢迎的
作品中，大制作和小精品兼具，
给予中国电影人极大的信心。

成绩来之不易。回望过去
两年，疫情一度导致电影市场
停摆，有人说遭遇了“寒冬”，但
事实让电影人看到了希望。

“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国
庆等电影档期票房甚至超过
2019年，达到历史上最好的节
假日档期纪录。”博纳影业集团

有限公司创始人于冬说。中国
电影市场展现的韧劲，让行业
加紧“源头活水”的生产供给，
为全年的平时档期提供更多选
择。

知名导演黄建新在拍摄
《长津湖》时深切感受到这些年
中国电影专业上的巨大进步。
他说，我们已经有能力和胸襟
去网罗全球杰出电影团队参与
制作，使中国电影在技术上逐
渐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看好中国电影市场的同
时，电影人也保持清醒。爱奇
艺创始人龚宇以“谨慎乐观”形
容中国电影市场，“虽然旺盛的
需求给了我们更大的市场想象
空间，但也存在供给和资金紧
张、消费习惯改变等多重挑
战。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留住观
众，以高质量作品满足大众多
样化的需求。”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王中磊认为，可以更
多关注新一代的电影观众，尝
试年轻人喜爱的题材类型，给
予年轻创业者和电影人更多展
示作品的机会，因为，这些新力
量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未来。

业界人士还普遍认为，只
有立足时代、贴近人民，才能创
作出更加动人的故事，这将是
中国电影长足发展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业界代表畅谈国产电影新气象

12月29日，护卫人员展示冬奥会火种灯。
当日，2022北京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北京市延庆区

世园公园中国馆内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12月29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冰球小选
手在比赛中拼抢。

2022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
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让人们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助力冬
奥。 新华社发 丁根厚 摄

12月29日，2021年体操世锦赛冠军张博恒、兰星宇、胡旭威、韦筱圆（从左至右）在登榜仪式上。
当日，2021年体操项目新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

新华社记者 雒圆 摄

2021年体操项目新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在京举行

2022年，一个双数年，一个体育大年，
重大赛事你方唱罢我登场，乱花渐欲迷人
眼。2022年，前有北京冬奥会万众瞩目，
后有足球世界杯独领风骚，你是否已做好
准备？

终于等到你，北京冬奥会。历经多年
筹备，奥运会再次在家门口上演。明年 2
月 4日至 20日，北京冬奥会将如期上演，
随后北京冬残奥会将于3月4日至13日举
行。北京即将书写历史，成为首座既举办
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
之城”。

放眼全球，新冠疫情的阴霾仍未散
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近期撰文表示，
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以和平、
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共同
创造美好未来。

“世界上最优秀的冬季运动员将为奥
运荣誉而战，在奥运村的同一个屋檐下共
同生活。他们将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讯
息：无论是在体育运动中，还是在面对生
活中的诸多挑战时，我们总能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巴赫说。

过去一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入
全力冲刺阶段，竞赛场馆全面完工，各种
测试有序推进，同时还发布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把疫情
防控放在首位。

中国然诺，世界赴约。眼下，北京冬
奥会筹办已经进入最后临战状态。一个
多月后，冬奥盛会大幕拉开，世界相聚“双
奥之城”！

除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国
在2022年云集了不少综合性体育赛事。6
月26日至7月7日，原定于2021年8月举
行的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
成都进行。作为全球大学生运动员参与
的体育盛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已
经在中国大陆成功举办两次，分别是
2001年的北京大运会和 2011年的深圳大
运会。

成都历史文化悠久、底蕴厚重，美食
麻辣鲜香。大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健儿除了在体育竞技上挥洒青春之
外，更可充分领略成都的文化氛围。

初秋九月，钱江潮起。杭州亚运会将
于 9月 10日至 25日举行。这座数千年来
以美闻名的城市已经准备好用最靓丽的
模样迎接四海宾朋。本届亚运会增设了
电子竞技、霹雳舞，电子竞技属“智力项
目”，霹雳舞属“体育舞蹈”。设项的变化，
为亚运会增添更多的青春活力。

在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军团
一骑绝尘，毫无悬念地继续稳居奖牌榜首
位。本次主场竞技，中国代表团必将再次
掀起争金夺银的热潮。

此外在 12月 20日至 28日，第三届亚
洲青年运动会将在汕头进行，这项赛事原
本也是定于 2021 年进行，后延期至 2022
年。亚青会是亚奥理事会旗下的五大综
合性运动会之一，参赛运动员为 14 至 17
岁的青少年。

这一年，北京冬奥会在年初领衔，
足球世界杯则在年尾压轴。11月 21日至
12月 18日，卡塔尔世界杯如约而至。这
一届世界杯最大的特点是要在北半球的
冬天进行。夏季的卡塔尔室外温度高达
40摄氏度，高温天气可能会带来安全隐
患，这是赛期调整的重要原因。这一变
化将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联赛跟着调
整，这都将给卡塔尔世界杯带来一些全
新的体验。

中国男足成绩并不理想。明年 1 月
12强赛继续进行，处于动荡期的国足并没
有太多调整空间，接下来每场都是生死
战，国足要放下包袱，展现良好精神面貌，
争取相对理想的结果。此外，世界其余地
区的预选赛在明年也要重燃战火。

除了男足，中国女足也不轻松。女足
亚洲杯将于1月20日至2月6日在印度举
行。中国队与东道主印度、中国台北和伊
朗队同组。本届女足亚洲杯也是 2023年
新西兰/澳大利亚女足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对新帅水庆霞和她的队伍而言，本届
亚洲杯将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2022 年是三大球集中展示的一年。
除了足球世界杯之外，男排、女排和女篮
的单项世界大赛都会在这一年“扎堆”进
行。

8月 26日至 9月 11日，世界男排锦标
赛将在俄罗斯举行；9 月 23 日至 10 月 15
日，世界女排锦标赛将在荷兰和波兰开
战；9 月 22 日至 10 月 1 日，女篮世界杯将
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面对新的挑战，国
字号球队整装待发。

这一年，一些传统赛事还将继续上
演，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非洲国家杯足球
赛、英联邦运动会、网球四大满贯赛、达喀
尔拉力赛等，而一些项目的世锦赛也将在
2022年进行，比如游泳、乒乓球、羽毛球、
体操、花样滑冰和田径等。

新的一年，新冠疫情或许还要影响世
界，愿体育能给人类带来团结的力量和战
胜困难的勇气。

北京欢迎你，一起向未来
——2022年体育赛事展望

新华社记者 王集旻 赵建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