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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21年无间断创作播出，累计播
出 4000集——《外来媳妇本地郎》被称
为国内最“长寿”栏目剧，创造了中国
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久、播出集数最
多，且收视率、影响力、经济效益俱佳
的家庭情景系列电视短剧的奇迹。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在京举办该剧研讨会，揭秘这部

“长寿”电视文艺作品是如何炼成的。
以小见大：
“记录式”创作反映时代精神
《外来媳妇本地郎》是由广东广播电

视台摄制出品、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当
代家庭生活题材电视系列短剧，讲述了
广州老城区一个有着四个儿子的大家
庭，娶了天南海北的四个外地媳妇，由
于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差异而产生的一
系列故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
周继红表示，该剧的生命力源于其取材
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小见大呈现
社会变迁、时代大潮，真实接地气。

“通过剧情内容来演绎时代的发展变
化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这部作品本
身也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品牌。”广东广
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蔡伏青说，在

3000 集到 4000 集播出的近 5 年时间里，
该剧题材不断拓展，与时俱进，以讲故
事的方式将国家发展和社会民生融入剧
情，体现出社会责任担当。这成为该剧
经久不衰、广受欢迎的重要经验启示。

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赵彤
认为，该剧是记录社会发展、体现家国
情怀的“平民史诗”，通过持续不间断地
关注生活、描摹现实，成为时代的影像
记录，用生动故事阐释宏大主题，用鲜
明人物反映时代精神，于烟火气中彰显
时代的向心力。

原汁原味：
“伴随式”播出展现岭南文化
21年来，《外来媳妇本地郎》始终讲

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观众与剧中人物
处于相同的生活频段，同频共振引发共
鸣。

专家指出，从语言到音乐，从服装
到器物，从家长里短到文化风尚，该剧
流露出地道的岭南文化风情，成为“圈
粉”的关键因素。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认为，
这部电视短剧在粤语地区受到观众欢
迎，培养了大批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
为我国电视艺术的多样化、电视剧品种

的百花齐放守住了一个阵地。
“我更愿意称之为‘生活伴随剧’”，

在赵彤看来，4000集短剧写尽生活苦辣
酸甜、邻里意绵情长，把中国人浓重的
乡愁情结、守望相助的民族气质，展示
得淋漓尽致又趣味盎然。该剧完成了一
种新样式的社会记录，具有鲜明的文化
地域特征，在传播岭南文化、讲述广东
故事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也抓
住了中国文化中的共性，体现出开放包
容的人文胸怀。

该剧总编剧丁蕾透露，在创作中力
求准确深刻地诠释改革开放精神，全方
位多角度展现新时代崭新的南粤风貌和
岭南文化的精华，“我们会将广东人民的
集体回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更加
美好生活作出的努力与奋斗，一年又一
年地展示下去、延续下去。”

经久不衰：
电视剧发展如何走好长青之路？
我国是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第一

播出大国，电视剧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也是文化领域最具活力的中
坚产业。如何推动新时代电视剧高质量
发展，走好长青之路？专家认为，该剧
提供了有益启发。

周继红表示，21 年的创作实践证
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艺作品生
命力的源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是电视文艺牢牢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的根本指针。

“好内容是生存发展之本。只要用心
用情，与时代同行，关注社会热点，关注老
百姓的生活，就一定会有讲不完的好故
事。”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
书长周然毅说，这部剧坚持用百姓视角、
人民情怀来创作，21年来初心不改、守正
创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真正做
到了通俗而不低俗、不庸俗、不媚俗，因而
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也赢得了时间。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祝燕南指出，现实生活是文
艺最丰富的创作源泉，艺术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该剧讲述了千变万化的人情世
故，但主题表达全部紧扣时代脉搏、社会
热点、当代特征，因而真实可信；选材取材
深入各行各业，包罗万象的小故事反映出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细微进步，因而真实
感人。电视剧创作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
运，努力为新征程留下真实鲜活、振奋人
心的时代影像志和历史备忘录，才能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1年播出4000集！

这部国内最“长寿”电视剧如何炼成？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刚刚过去的 2021年，对于中国田径
而言是充满收获与惊喜的一年。东京奥
运会上，中国田径选手夺得 2 金 2 银 1
铜，并在多个项目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以苏炳添、巩立姣为代表的一批田径运
动员凭借出色的运动成绩、良好的整体
形象、励志的奋斗故事，自身影响力不
断提升，带动田径项目关注度持续攀升。

而在赛场之外，中国田径协会为进
一步提升赛事活动安全管理水平打出

“组合拳”，在全面提高行业综合治理、
管理能力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突破，续写奥运辉煌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田径收获的奖

牌数虽然没有超过里约奥运会上的 2金 2
银2铜，但多个项目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成
绩。五枚奖牌中，除老将王峥的女子链
球银牌和刘虹的女子 20 公里竞走铜牌
外，其他均是历史最佳战绩。

巩立姣女子铅球决赛中两次刷新个
人最好成绩 （PB） 夺金，刘诗颖气贯长
虹的开局一投，为她赢得女子标枪金
牌。女子投掷虽是中国田径传统优势项
目之一，但在此之前中国选手从未获得
过奥运会田赛金牌。

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朱亚明强敌环
伺之下拼得一枚“含金量”极高的银牌，也
创造了中国队该项目的奥运最好名次。

领奖台之外，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半
决赛中跑出的 9 秒 83，不仅大幅刷新自
己保持的 9秒 91原亚洲纪录，也让苏炳
添成为奥运史上首位晋级百米决赛的中
国人。决赛中，苏炳添再次突破 10秒大
关，以 9秒 98名列第六，在中国奥运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男子 4X100 米接力比赛中，汤星
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智强组成的中
国队跑出了平全国纪录的成绩，继里约
奥运会后再获第四。并且，赛后爆出获
得银牌的英国队中有运动员涉嫌兴奋剂
违规，中国队如能递补铜牌将又是一个
历史性突破。

出圈，传递逐梦力量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苏炳添作为

中国代表团旗手，手擎五星红旗步入会
场。上一次中国田径运动员获此殊荣，
还是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刘
翔。如今的苏炳添也如当年的刘翔一
样，积累了极高的人气，成为中国体育
界的“顶流”之一。

人气虽高，但赛场外的苏炳添却是极
其低调敬业。网络之上，关于他自律的故
事被广为流传。东京归来隔离期间，苏炳
添在房间内因陋就简的健身视频，从强度
到专业度都让人咋舌不已。作为暨南大
学体育学院副教授，苏炳添无论是在发言

台上还是在上课时，都在用自己的言传身
教、身体力行向青年一代传递着刻苦自
律、踏实勤勉的奋斗之道。

同样乐此不疲地传递着追梦正能量
的还有巩立姣。她那句“没有什么比梦想
更值得坚持”的名言，早已传遍大江南北，
传入无数青年人的心中。一次次走进大中
小学校园，一次次与祖国各地的青少年真
诚交流，巩立姣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但
越是朴实的话语，越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巩立姣等一批身
材不算纤细的女运动员，正在用她们元气
的笑容和自信的形象，悄然重塑着人们对
女性美的认知。女孩的美不该用尺寸衡
量，“美丽”的定义，本就应该很多元。

回望 2021，中国田径不断“出圈”。
从明星运动员与航天英雄的“天地联
动”，到以长跑女将张德顺为原型改编的
励志电影《顺子加油》，中国田径人正在
不断努力，让田径在争金夺银之外，发
挥更多的社会价值。

规范，筑牢安全底线
去年5月的甘肃景泰山地越野赛因遭

遇极端天气，造成 21名参赛选手殒命的
惨剧。由于这项极限越野赛事在名称上
被冠以“山地马拉松”字样，让近年来
蓬勃发展的马拉松运动受到不小的牵连
和冲击。但令人痛心的惨剧也为中国田

径敲响了安全办赛的警钟。
悲剧发生之后，中国田径协会迅速

行动起来，调研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现状，
梳理安全风险，完善安全监管制度体系，
打出一套“组合拳”，努力筑牢安全底线，
着力提升行业综合治理和管理能力。

2021 年 7 月，中国田协召开全国田
径赛事活动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并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田径赛事安全监管服务
工作的意见》，共举出七个方面共24条重
要举措，其中包括“进一步强化监管手
段，完善分级监管机制”“加强田径赛事
活动的赛前立项监管及风险评估工作”

“严格办赛条件，强化对承办、运营、场
地提供方的资质审核及监管”等内容。

随后，中国田协又发布 《关于进一
步加强路跑赛事安全工作的通知》，召开
路跑赛事及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会，发布

《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人员配置要
求》《马拉松赛事现场医疗保障设施设备
配置要求》两项标准，组织举办“路跑
赛事医疗体系构建与急救管理”专题线
上培训班，并推出 《跑步课堂》第二季
系列科普动漫短视频，着重宣传介绍跑
步安全知识、伤病应对等方面的内容。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只有切实
筑牢安全的基础，才能让更多人真正享受
到田径赛事活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突破、出圈、规范
——中国田径的2021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 张悦姗 韦骅

1 月 5 日，天津渤海银行
队球员李盈莹（左）在比赛中
扣球。

当日，在广东江门举行的
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
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第二场较
量中，天津渤海银行队以3比
0战胜江苏中天钢铁队，从而
以2比0的总比分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天津队夺冠天津队夺冠

1月5日，切尔西队球员卢卡库 （左） 与托特纳姆热刺队球
员桑切斯拼抢。

当日，在英国伦敦进行的2021-2022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半决
赛首回合比赛中，切尔西队主场以2比0战胜托特纳姆热刺队。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王镜宇、潘毅、黄昕
欣）中国花样滑冰队双人组主
教练赵宏博5日表示，双人滑
项目在北京冬奥会的冲刺备战
中将立足自我、以稳为主。

当日下午，双人组的三对
选手在数十位媒体记者面前进
行了公开训练，已经锁定冬奥
会参赛席位的隋文静/韩聪和
彭程/金杨也在其中。

目前，在世界排名前五的
三对选手中，除了隋文静/韩
聪和彭程/金杨之外，另外三
对都来自俄罗斯，北京冬奥会
双人滑金牌之争很可能是中俄
之争。

赵宏博在谈到对手的情况
和中国队的策略时说：“奥运
会还是稳定为第一，我们的对
手还是很强，他们在奥运会的
历 史 上 统 治 了 46 年 的 冠 军
（指双人滑）。我们也看到了他
们国内的一个队内测试，整体
的状态都比较好。有两对比较
年轻，而且冲劲十足。”

赵宏博表示，每对选手
其实都在和自己比，中国队
的两对选手还是要把自己的
东西练得更踏实、质量更高。

“在奥运会上肯定是以稳为
主，你要把两套节目最高质量
地在奥运会赛场上发挥出来。
至于谁赢谁输，那不是我们的
事了，我们就尽到最大的能
力。”他说。

在谈到动作难度的问题
时，赵宏博说，他希望运动员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只
要具备条件，会上自己的最高
难度。

此前，隋文静/韩聪和彭
程/金杨这两对组合都曾在单
跳动作上出现失误。在 5日的
训练中，他们也偶有失误。赵
宏博表示，目前单个动作的整
体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针对
单跳的薄弱环节，也加大了训
练力度。

“现在每天运动员是三场
冰，晚上还有加练。尤其在自
己比较薄弱的单跳上，现在已
经加到了最大的力度。运动员
从体能训练，包括针对性的爆
发力的训练，都有了明确的训
练计划。现在临近赛前了，我
们要尽到最大的努力。”

赵宏博透露，双人滑整个
赛季的训练都是以问题为导
向。在大奖赛意大利和加拿大
站的比赛之后，发现了很多问
题，现在的备战和队内的测试
赛也是希望及时发现问题，然
后解决问题。

“到最后奥运会，多多少
少都会有一些压力和状态的调
整。我们教练团队也会及时地
对他们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
够有一个平常心态，稳定地把
训练的最高水平在奥运会赛场
发挥出来。”

在 2018 年 平 昌 冬 奥 会
上，隋文静/韩聪获得双人滑
银牌。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
比赛中，双人滑是中国队最有
希望冲击金牌的项目。

赵宏博：

双人滑备战冬奥冲刺立足自我、以稳为主

新华社南宁 1 月 5 日电
（记者卢羡婷） 广西首届排舞
大赛线上初赛报名工作已于日
前启动。

广西首届排舞大赛分为
线上初赛、线下复赛和线下
总决赛暨八桂展演活动三个
部分。线上初赛报名时间为 1
月 4日至 1月 28日，比赛在抖
音平台上进行，以集赞方式决
定晋级名单；线下复赛和线下
总决赛由专业裁判评审。如届
时不具备举行线下复赛或线下
总决赛展演条件，则统一采

取线上比赛形式，由专家评
选打分。

广西首届排舞大赛系列活
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主
办，是广西 2021 年精心打造
的文化体育品牌活动。因疫情
防控原因，活动延期至 2022
年举办。在严格遵守和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之下，排舞进社区
等活动正在陆续开展。

据了解，排舞进社区活动
从 2021 年 12 月起，已在广西
50 多个社区开展，覆盖人数
近30万人次。

广西首届排舞大赛线上初赛正式启动

日前，“热情连接世界”迎2022北京冬奥会专题展在江苏省
苏州市运河体育公园开幕。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轴，展示近一百年
来历届冬季奥运会的精彩瞬间，回顾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展
出历届冬奥会海报、徽章、吉祥物、火炬与火种灯等共117件藏
品，展出时间将持续至2月28日。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迎2022北京冬奥会专题展在苏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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