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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去。”这是县城各部门干部

的一句职业常用语。调研、统计、督

查、帮扶、办案、时不时要下乡跑腿，

拜人民为师，接自然之地气。

现实题材献礼剧《县委大院》展

现的干部下乡镜头，驻村书记年轻的

身影成了剧内外关注的焦点，也触发

我不少怀想。

抛开林志为和何亚萍这对恩爱

校园情侣，冲破异地恋的阻挡，走在

一起呵护甜蜜爱情不说，男方林志为

报考家乡公务员，担任光明县政府办

公室科员，实干有力的处事风格得到

赏识，继而担任县长秘书，可他并未

安于背靠大树，而是主动要求下乡驻

村，女方何亚萍参加光明县教育局招

考，担任光明县原平乡中学化学教

师。这种学成回乡、扎根乡村的基层

就业导向，就是现实中最需要强化亮

化美化的时代风向标。

一段时间以来，山旮旯里留不住

年轻干部，不少干部办公室在乡镇，

家和心却在县城，天天“走读”两头

跑，有的乡村教学点民办教师和代课

教师成为主力硬撑着，让基层工作陷

入有米无人炊的尴尬。于是乎不少县

市实行硬政策，新进公务员和教师，

必须无条件在乡镇锻炼两年，才能挪

窝。最近几年实行的公务员选调、公

费师范生，就是通过制度安排，为基

层输血充电。

记得上个世纪 70 年代，实行的

是工作员蹲点制。县委县政府每年

从县科委或县农业局抽调得力干部

下乡，进村入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

下田同爬坳，也玩字牌打啰子，输了

的 就 发 一 支 二 角 八 分 钱 一 包 的 纸

烟。二叔担任村大队长即现在的村

长，驻村干部老汪就住在二叔家，我

那时只有几岁大，汪工作员和我一

起点煤油灯看连环画 、烧炭火煨红

薯，有时收工回来累了，和我共一大

脚盆热水洗脚，一大一小互相用脚

趾头挠对方的脚底板，打赌不准笑，

笑了的就被罚，要拈两只布鞋，趴下

来往饭桌子底下钻一轮。

按 照 惯 例 ，汪 工 作 员 每 天 到 一

户 人 家 吃 饭 ，不 能 嫌 贫 爱 富 ，从 村

头 到 山 脚 下 依 次 轮 排 。说 是 吃 饭 ，

也是吃透民情，谁家猪婆下了猪崽

子 ，谁 家 建 房 欠 了 一 屁 股 账 ，谁 家

婆 媳 扯 皮 骂 架 多 ，家 家 难 念 的 经 ，

了然于心。村民一般会杀鸭子蒸腊

肉 舀 水 酒 招 待 ，家 里 困 难 点 的 ，也

会想办法找邻居借两个鸡蛋，炒一

大碗辣椒，与工作员一起吃得大汗

直 流 。工 作 员 当 然 不 能 白 吃 ，像 如

今不能违反八项规定一样，一天三

餐 饭 ，按 标 准 付 给 三 角 钱 三 两 粮

票 。汪 工 作 员 就 是 这 样 ，在 吃 百 家

饭中融入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接

触 每 一 个 人 ，搞 清 每 一 件 事 ，验 证

每 一 份 力 ，精 准 解 决 猪 牛 瘟 疫 、农

药伤禽、地基纷争、稻谷发霉、烧炭

毁林之类的苗头事件，鸡毛蒜皮也

好，大锅小灶也罢，该疏导的疏导，

该 暂 停 的 暂 停 ，该 整 顿 的 整 顿 ，该

支持的支持，该优化的优化。

早些年我曾在乡村学校工作，偶

尔也被抽调去下乡。与县花鼓戏团一

班人驱车几小时弯弯山道，在民俗村

搭台演戏，在路边垒灶风餐，吃着客

家百姓送来的糯米包饺，体验民风民

俗。加入镇政府计划生育攻坚工作

组，与超生家庭苦口婆心摆政策，与

躲猫猫的“钉子户”斗智斗勇，感受基

层干部的难与累。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诸如架一

根高压线穿越农家屋顶，修一条高速

路征收村民田山的民生工程，工作做

细致做科学了，就是皆大欢喜的功

劳，倘若摸脑壳想当然，就会碰壁鼓

包酿出纠纷。

《县委大院》剧中林志为作为县

长秘书，前途伸手可触，是基层多少

干部群众仰慕三分的角色。但林志

为毅然来到长岭村，不过老百姓并

不一定百分百买账，甚至有些不屑

一顾，欺负他这个嘴巴没毛的小伙

子，“你镀你的金，我干我的活。”这

不亚于为他这样的年轻公务员新出

了一道棘手的申论大题，看你如何

用 青 春 活 水 灌 溉 掺 杂 着 砂 石 的 田

野。林志为不急不躁，巧治懒汉，解

开电线上的疙瘩，难免犯傻，出错，

懵懂，但就是这样的历练过程，让他

渐入角色，为自己工作履历的空白

补上一行行云流水。

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

情。下乡，既要下沉为民初心，又要下

载大脑智慧，才能下准脱困致富料，

下活乡村振兴棋。

上周，《县委大院》在央视一套

播 出 ，腾 讯 视 频 全 网 首 播 。拍 出 过

《山海情》的正午阳光和孔笙导演，

合 作 过《琅 琊 榜》的 胡 歌 的 金 牌 团

队，交上答卷。

县委大院，大不大？说大，它挺

大，电视剧里“光明县”人口 37 万，故

事从人民、企业、乡镇、县委、市五个

层面展开，线索千万，开篇几集次第

出现的各类人物肖像让人有目不暇

接之感。

说小，它又挺小，我国县级行政

区超过 2800 个，一部电视剧，一座虚

构小县城困难中的跋涉，真能让人窥

见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必要性与紧

迫性吗？

有句上海观众熟悉的话叫，“螺

蛳壳里做道场”，说的是于狭窄简陋

间处理复杂局面，即是对梅晓歌这

位光明县县委大院新当家人的高度

概括。

●环境真
最显而易见的，是环境真。这一

次的“县委大院”犹如实景拍摄。那深

红色办公桌、文件柜上摞得高高的印

刷品、墙上“先进单位”的金属奖牌、

磁吸黑板上贴的通知，几乎完全复刻

了机关办公室的细节。还有干部手中

泡着浓茶的保温杯、开会时候的粉色

席卡、下工地时候不同颜色的安全帽

……这样的环境，无疑能够很好很快

地帮助演员和观众入戏，甚至还有公

务员“调侃”：“看个电视剧像回单位

加班了，就连卫生间的台面和洗手液

颜色都一模一样。”

基层的道具好做，基层的故事难

写。编剧王小枪为了创作，花了大半

年时间到基层采风。于是，剧集一开

篇，王小枪借由吕青山的嘴，概括基

层干部工作状态“就像踩着一辆独轮

车，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于

是，我们看到了基层真实的人情、人

性，具体工作中更真实的困难。

梅晓歌上任那天说，小时候他学

到的第一个成语是“破釜沉舟”，于是

这个微微弓背，有着几丝白发的年轻

县长用踏踏实实的脚步丈量每一寸

土地，将心比心，实事求是，把事情一

件一件给办了，甚至有几分“意外”地

获得了农业厅的 5000 万拨款。

有 了 一 点 钱 ，但 光 明 县 的 问 题

仍在不断暴露。连锁火锅店想开来

光明县，光办个转让手续就被没吃

上一顿好饭好酒的工商局局长死死

卡住了脖子；上游在岚县的跨界河

流污染问题严峻，只得县长艾鲜枝

本人去斡旋……《县委大院》不仅讲

述了大院里发生的事，也讲述大院

之外人们的故事。

●演得真
如果说平实的故事难写，那么平

实的故事更难演。吴越就直言艾鲜枝

是自己演过的最难的角色，“因为在

强情节的剧里，演员只要拿捏住角色

的那个劲儿，很多戏观众自然会‘帮’

着角色去演。但艾鲜枝不一样，她没

有特别多的个人故事情节，大部分都

是工作状态，有点像纪录片。”

所幸，细腻的镜头下绽开了浓郁

的烟火气，让一个个人物变得骨肉可

感，书写着日常的、平凡的基层故事。

有自己小算盘但也一心想为乡里办

点 实 事 的 原 平 乡 党 委 书 记 李 保 平

——想必观众都对这个有点狡黠的

基层干部印象深刻。

城关镇党委书记乔胜利看似是

个干部，其实在街坊四邻、县委领导

甚至是自家老婆的多方“势力”里受

着夹板气，那盘就着玻璃吃下去的饺

子让观众也觉得心酸；村主任三宝一

边跟着乡党委书记李来有围追堵截

上访村民、一边却暗地给村民发短信

指挥他们去县委，演员把一个谙熟生

存规则的人精乡干部演得活灵活现

……

自然还有胡歌，他说这次自己想

避免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我会

适当地给他加入一些无力感，在他的

形体处理上有一些疲惫感，想尽量让

大家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人，鲜活的

人。”或许，这份真实可感，这份深入

一线、不回避问题、不取巧的现实主

义创作态度，便是《县委大院》能够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秘诀所在。

看看网友们怎么评价
《县委大院》

@笑逗菌：作为主旋律剧，尤其还是这种

基层剧，自然需要真实的质感。真实是无浓厚

的磨皮滤镜，基本上都是最为真实自然的人

物状态以及场景打造。不管是主角，还是配

角，脸上清晰可见的纹理粗糙感。

@卖安利的青岛贵妇：猪肝色的桌子、红

色座机、蓝色的文件夹以及打印机等等，每一

个道具都准备得相当充分，剧中的每一个小

细节都拿捏得十分到位，真正只有用心制作

才能获得成功。

@追星阿姨李纳尼：有一些我看了之后

拍手叫好的细节！黄磊老师饰演的吕青山和

拆迁钉子户谈话时墙头围观的村民们真的很

现实了，把现实生活中民众好事围观的场面

精准还原！不仅如此还有村长这个大嗓门，真

的一比一还原了我们村长的说话音量！有被

这些细节可爱到。

@土包姥姥：《县委大院》是一部群像剧，

整个剧情是虽说围绕着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

长、县委书记梅晓歌，但该剧出场了很多配

角，使整部剧看起来更加丰满。《县委大院》男

性角色的戏份偏多，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女性

角色如艾鲜枝镜头越来越多，成了剧中一道

亮丽风景。

@在水一芳 3210153812：《县委大院》

描写基层工作人员群像，打破以往固有的脸

谱化，程式化性格和形象，主角配角角色特征

鲜明，基层各种人物具有代表性，有温和派，

强势派多种工作作风。

@胡椒粉味紫米饭：之前还想，依照胡歌

的气质，可能不太适合演这种朴实接地气儿

的角色，结果，看了头两集，就立马让我改变

想法了，这活脱脱就是县委干部嘛。胡歌真的

是神奇的存在，感觉他是能把自己变成任何

一个他所饰演的角色，这些角色还都不相同。

@追剧：《县委大院》艾书记是真的有点

子行动力在身上的，这沟通力，决断力真的很

厉害，而且能看出来，艾鲜枝真的把沟通之术

拿捏了，能发现得了问题，也能先礼后兵地拿

捏钉子户，好喜欢吴越这剧抛式演技！

文章来源：广电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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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下乡
——观《县委大院》怀想

谭圣林

《县委大院》
胡歌吴越们的答卷你满意吗？

孙佳音

由徐展雄执导、张颂文主演的献

礼片《革命者》以李大钊英勇就义前

的 38 小时为叙事线索，巧妙运用倒叙

和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串联起中

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事

件，描绘了一众革命志士救国存亡、

奋起反抗的壮阔革命史诗。

《革命者》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

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一个

摹本，尤其是在叙事创新和人物塑造

上为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交错的时空：聚焦历史时刻

导演以李大钊牺牲前 38 小时为

时间轴构建影片的叙事脉络，以现在

和过去相互交错的方式讲述历史故

事、塑造人物形象。主创人员在波澜

壮阔的历史中选择不同革命阶段具

有代表性的事件回溯李大钊生平，让

观众获得更加直观的形象。

《革命者》打破传统的时间逻辑，

运用了不同的蒙太奇剪辑方式，给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给予观众

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一个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播种者、中国早期革命开拓者

的形象生动跃然在观众眼前。

多维的视角：丰富人物形象

影片既有李大钊先生的第一视

角也有与他相关联人物的第三视角。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李大钊先

生的身份具有不同维度的内涵，不同

人物的叙事视角，观众可以不断地弥

合补充中感受到一个立体鲜活、全面

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在报童的视角中，李大钊先生是

一个和蔼可亲、珍惜知识的文人知识

分子；在庆子视角中，李大钊先生是

一个身负天下、忧国忧民的马克思主

义坚定信仰者；在张学良视角中，李

大钊先生是一个不畏强权、与万万百

姓始终同在的热血烈士；在妻子的视

角 中 ，李 大 钊 先 生 是 关 爱 学 生 的 好

老师、爱护家人的好丈夫形象……

诗意的情绪：营造浪漫氛围

导演徐展雄在采访时说道，希望

创作一部“像叙事诗一样的电影”，在

《革命者》的镜头处理中我们看到了

创作者对浪漫意境的营造，例如李大

钊在漫天雪景中和陈独秀畅谈自己

的革命理想，在北京的高楼日出中与

毛泽东畅想革命成功后景象……这

些浪漫的意境，既伴随着剧情的走向

发展，也使诗意情绪得以延伸。

尤其是结尾处，守常先生走在绞

刑台的时候，电影画面没有撕心裂肺

的刻意表演，也没有不休不止的夸张

台词，有的只是时间的自然流逝和情

感的自然流露。电影中未点到的情节

和未出口的话都是留给观众回味的，

让人有足够的空间去感受情绪的涌

动，于润物细无声中唤起观众对于革

命意义的关怀与生命价值的领悟。

《
革
命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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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名为《县委大院》的电视剧在朋友圈火了

起来，这部剧讲述了在党的十九大前夕，梅晓歌走马上

任光明县县长的故事。剧中，在县委班子的集体努力之

下，光明县最终脱贫致富，实现健康发展。剧中有大量实

力派演员和老戏骨，剧情接地气，演员表现好，大院内外

的工作和生活都真切地摆在人们面前，充满了人间烟

火，有人说：“《县委大院》有多接地气？追剧的同时仿佛

在加班！”很多人称这部剧为“基层干部图鉴”。因此，本

期艺文策划了关于《县委大院》的讨论，大家见仁见智，

从不同角度来剖析和观看这部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