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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讴歌脱贫奋斗者

上海出品缘何直指人心

上海人热爱奋斗者，并愿意为之点赞。从《大江大
河》到《攀登者》，从 3年前的《苦乐村官》，再到正在央
视热播的《一个都不能少》，上海的影视创作者从来不
吝惜笔墨，洋洋洒洒把时代的精神用镜头展现出来。
因为奋斗的艰难，上海人感同身受，所以上海讲述的
奋斗故事总是直指人心，前天晚上，《一个都不能少》
在央视一套开播，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厚积薄发
马上评

    又一部上海打造的现实主义影视作

品引发收视热潮，业内热议。 和《大江大
河》相比，这部沪上出品的《一个都不能

少》 不仅聚焦当下， 更关切改革时代难
点， 同时用镜头细绘远离城市的现代农

村生活。 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很难做又很
有必要做的事。

当初拍摄《大江大河》，题材并不讨

巧，因为讲述工业题材的电视剧特别少，

这部分生活离现在的观众较远。但上海的

摄制团队用情拍摄， 让观众越看越投入。

虽然观众对化工行业感到陌生，但是人和

人之间的感情观众是熟悉的，角色之间的
感情、利益和斗争，大家感同身受。《一个都

不能少》 同样凭借艰难又真实的脱贫战

斗，和闪耀其中的基层干部、村民的坚韧
和智慧，甫一亮相，就打动了观众。

这背后，是“上海团队、上海出品”摸

索、积累并得到实践证明的创作理念：在创
作过程中寻找细节的支撑点， 尊重逻辑，尊

重现实，尊重时代，让观众产生黏性。

上海影视团队因此迸发的本土原创

力，近些年在激励海派电视剧再创新，擦
亮沪上文化品牌等方面贡献良多， 在全

国具有影响力。 期待更多的沪上出品能
走进央视频道，走进全国观众的心里，与

时代同行，用真情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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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
今天中午起，在上海图书馆
预约成功的读者，仅需出示

随申码即可入馆，在上海的
公共机构中率先实行“两码

（随申码和预约码）并一
码”，这是上图在恢复运营

阶段的又一便民举措。

3月 13日-3月 17日，
预约上海图书馆外借服务

的读者需要出示随申码和
预约码才能入馆。昨天下

午，在上海大数据中心支持
下在后台将两码打通，今天

开始实行一码通行，节约了

读者入馆时间。对于预约成
功的读者，随申码已经包含

了预约成功的信息。上图成
为上海第一批“两码并一

码”的公共机构。
特殊时期的入馆措施

还有：馆外排队处增设了

“脚印”，引导排队的读者留
出足够的间距；新增内置红

外线体温测试门禁，针对体
温超标读者报警；馆内外借

处共设 7台消毒机，让读者
自助使用，二度消毒更放心。

据悉，目前上图每天有 400

多名员工投入到复工运营

中，到馆读者是 500余人次，
员工与读者的比例几乎到达

1比 1。从 3月 13日开馆至

今，到馆人数与日俱增，昨日
的服务人次超过 1000人。

目前，上图恢复开放实
行在线全预约制，且仅提供

书刊借还服务。开放区域为
一楼主入口大厅、临时还书
处、中文书刊外借室、目录

大厅、ipac公共查询目录区域及上图东门的 24

小时图书自助借还亭等。为防控疫情，上海图书

馆目前开放时间是中午 12点半到下午 4点半。
据介绍，上图部分恢复服务以来，每日预约

人数几乎都到上限，馆方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抬
高可预约人数。目前日均到馆人数超 500人次，

每日借还册次超 5000册。仅还书读者不必进

馆，在馆外就提供还书服务。下一步，上图将视
疫情发展，在确保防控安全前提下，考虑延长服

务时间、扩大服务内容等。

上海图书馆是全国最早的恢复省市级图书
馆之一。“恢复开放前后几天，我们接到的咨询

在 1500条以上，首日咨询量超 3000条。”上图
副馆长周德明说。

■ 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消毒 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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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 当地观众爱看
这部《一个都不能少》是由中央电视

台、上海保奇影视文化发展股份公司等联

合出品，也是导演白永成继《苦乐村官》之
后操刀的第二部反映“精准脱贫”和“乡村

致富”的作品。
3月 16日是《一个都不能少》开播的

日子，甘肃省临泽县南台村村民贺有军家

不仅是电视剧的取景地之一，贺有军还成
为该剧的群众演员。那晚，他们一家人早

早就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回想起当时拍
摄的场景，与谁对话、在哪个地点拍摄、当

时的场景如何，贺有军记忆犹新：“这次剧
中异地扶贫搬迁后的新居就是在我们家

拍摄的，并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展示，这让
我感到很自豪。如今，我们入住了新居，未

来我们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力争早日过
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家里一起围着的同

乡，看到了剧中熟悉的场景、熟悉的老房
子、熟悉的人物，大家很是激动，“剧中的

村就是我们的村，家也是我们南台村老百
姓的家，剧中的人也是我们周边的人，太

熟悉、太亲近、太激动了。”
肃南县大河乡西岭村牧民安建国感

慨地说：“这部电视剧让我回想起以前我
们住在牧业点上，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顶帐

篷里，用水用电都特别不方便。感谢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

游牧民定居楼里，房子变大了，用水、用电
都方便多了，孩子们也能接受到更好的教

育了，家里的老人们看病也能实报实销，
小广场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我

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有趣 剧情此起彼伏
除了当地观众爱看，作为央视播出的

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更要让全国观众

都感受到奋斗的历程。

第一集，扁度口镇迎来一年一度的丰
收节，焉支村要在全镇面前领衔表演太平

鼓。没想到，村口发生山体滑坡，村支书夏
宝生（赵君 饰）带着村民救人，没能及时

赶到丰收节现场。丹霞村书记赵百川（黄
品沅 饰）亲自上阵救场，夏宝生认为赵百

川是在抢功出风头。为了完成“脱贫攻坚”

的任务，全县最富裕的丹霞村要与贫困村
焉支村结成对子村⋯⋯

虽然只有一集，但已经能令观众体会
到主创团队扎实的剧本创作和深厚的叙

事功底。第一集出场人物众多，不光人物
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个人物都有

独特的个性和令人好奇的故事，丹霞村和
焉支村的群像立体接地气。

有观众评价：“剧情节奏、矛盾冲突此
起彼伏，两位村支书性格不同，两位老戏

骨更是飙戏非常，这样一部农村奔小康的
喜剧电视剧，较为符合观众的胃口。兼顾

主旋律的同时，坚持了电视剧以矛盾冲突
和故事性为主的大前提。”

这次《一个都不能少》延续了《苦乐村
官》的创作班底，依然由国家一级编剧曹

锐操刀。曹锐曾说过，“每每落笔，总怕配
不上初始的梦想，也怕辜负了写作过程中

所受的苦难。有时，失眠一夜，仅为了较劲
一句台词，但观众喜欢看就是胜利。”

美丽 山美水美人美
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情，《一个都不能

少》还呈现了绝美的西部风光。一开始，色

彩斑斓、气势磅礴的丹霞地貌就铺陈在观
众的眼前，太平鼓队在山间打鼓的画面更

是令人震撼，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西
北汉子的豪迈。白永成说，希望通过《一个

都不能少》将当地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打造

成为甘肃的新名片。

视觉上的极致美感是其亮点之一。剧

中会呈现造型奇特、苍劲雄浑的冰沟峡谷，
山高地阔、万花争艳的扁都口万亩花海等

西部著名景点，每一帧画面都自带中国西
部美学特征，令人期待。在剧中，虽然只相

隔十几里路，焉支村的土墙陋屋和丹霞村
的智能化新农村小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

既是对贫困地区现实变化的刻画，也是对

脱贫攻坚成就的展示。白永成是土生土长
的甘肃人，他将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融

入《一个都不能少》的创作中：“想让大家了
解我的家乡，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一个都不能少》将镜头聚焦于当代年

轻人以知识改变命运，以文化重塑乡村的崭
新视角，试图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全新

的中国新农村，一个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
村民们纷纷迈向小康社会的中国新农村。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