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014年6月19日2014年6月19日 星期四8

《百年潮·中国梦》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浓墨重彩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一必由之路、探索之路、成功之路作了精美的展示，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
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
来的。

电视片向我们、向国人、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之谜的科学答案：当
代中国的一切成就，都与道路问题联系在一起。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
不走那种改旗易帜的邪路。

《百年潮·中国梦》以时间为脉络，以电视政论片为载体，多维度诠释了
中国梦的历史成因、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深刻意蕴，引起包括中央企业广
大干部职工在内的全国亿万人民的强烈反响，好评如潮。依我看来，这不仅
是百年梦想的生动诠释、理论宣传的有益尝试，更是深化改革的奋进号角。

中国梦的核心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梦与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密不可分，这是由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必须进一步增
强全面深化改革、搞好国有企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发
展、个人的梦想与强国强企梦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大的智慧和力量扎实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
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百年潮·中国梦》热播的重要意义，就是在党与人民之间架起了生动的
沟通桥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这一能
够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的话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并在党与人民群
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百年潮·中国梦》正是这种桥梁的体现。电视片以形象、直观的形式进
一步诠释中国梦，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沟通的生动性；电视片在形式上
把总书记的声音和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群众的声音相互穿插，形成了互动的
效果；播出时，在报纸上同步发表解说词，进一步扩大了沟通的广度和深
度。总之，这是一次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成功尝试。

《百年潮·中国梦》的成功，有两个方面可以给我们启示。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准确鲜明。说它准确鲜

明，是指它以大开大合的政论方式，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国梦的精髓
要义，揭示了中国梦的历史由来和科学内涵。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生动立体。《百年潮·中
国梦》以立体呈现的方式，彰显了大众化的气质。比如，全片既有习近平
总书记生动扼要的同期声，也有专家学者理论逻辑上的勾连，更有各行各
业普通人民群众朴实的表达，特别是农民育种家沈昌健、沈克昌父子“梦
想天开”的故事，给人们的印象都很深刻。这些元素的组合，再加上文学性
的解说语言，对中国梦作了生动立体的诠释。

《百年潮·中国梦》无论从思想的深刻性上，还是从艺术的探求和完整
性上看，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给人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开阔的文化视野和阔大的历史胸襟。作
品从头到尾，一气灌注。什么气？浩然之气，正气。气盛则文昌。没有此
气，肯定难以统摄如中国梦这样的大题材，更难以传达出当代中华民族的
民族气概和时代精神。整部作品从第一集《百年追梦》开笔，把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放在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大潮中来追溯与评
说，这便有了高屋建瓴的气势。而后逐集展开《中国道路》、《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筑梦天下》4集，便不显力怯气弱了。
这部作品不仅有宏大又富有哲理性的历史架构，而且使用了大量崇

高的意象：喷薄而出的红日、巍峨的皑皑雪峰、惊天动地的大潮，带给观众
自信、自豪、自强的感受。

中国梦顺应了当今中国的发展大势，昭示了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宏伟图
景；顺应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反映了全体中华儿女梦寐
以求的共同心愿；顺应了世界进步的潮流，展示了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
献的意愿。中国梦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渴望，成
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

推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要把中国梦宣传
教育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
合起来，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同加强研究阐释结合起来，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精神力量和文化条件。

《百年潮·中国梦》多维度、全方位地宣传阐释了什么是中国梦、为什么要
实现中国梦、怎么样实现中国梦等重大问题，用一个个生动感人的“中国故事”
讲述了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深刻道
理和根本路径。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全面理解中国梦提出的历史逻辑、
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强大力量，具有
积极的引导和鼓舞作用。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云山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各级宣传、教育和新闻出
版广电部门要切实组织好宣传推广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的浓厚舆论氛围，激发和凝
聚起每个中国人的力量，同心共筑中国梦！

如何对中国梦进行集中而深刻的解疑释惑，既关乎理论上的精确论述，
也关乎实践上的具体抓手。而这正是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创作和
推出的着眼点和出发点。《百年潮·中国梦》生动讲述了中国梦的由来、核心
内涵和世界回响。自节目播出以来，网上下载转发、网友跟帖点赞不计其
数。可以说，是对全国人民全身心投入实现中国梦伟大实践的一次激励。

《百年潮·中国梦》是第一次以电视的表现方式阐释中国梦。它把过去
与现在、历史与未来紧密连接，把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极大地
拓宽了中国梦的价值诠释空间，成为阐释和解读中国梦的一部生动力作和
教材。节目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全面论述进行了充分而准确的阐
发。同时，也将落点对准当今中国的普通百姓，通过对一个个小人物梦想的
追问，连缀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煌煌大梦，让人们产生强烈的
思想共鸣与目标认同。

对中央电视台来说，这部作品的推出，是在电视政论片创作上的一次突
破和创新。《百年潮·中国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没有堆积政治语汇，也不图
解政治理念，而是将政治化的语言进行了口语化的加工、电视化的呈现和诗
意化的表达，实现了电视政论片创作的一次新突破。同时节目在创作上不
仅大胆采用了大数据的节目特质，用灵动跳跃的手法，形象化展示一组组枯
燥的数字，而且首次使用了电影创作中的达芬奇调色设备，开创了电视政论
片技术手段的先河，仅需要的电视镜头与画面就近 4000 个，创下电视政论
片之最。

《百年潮·中国梦》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强劲的思想震撼力。《百年潮·中国梦》形象阐述中国梦的理论源泉、历

史根据和未来前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作品对中国
前途与命运的理论自觉与思想洞见，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强大的现实针对性。《百年潮·中国梦》无论是立意取材，还是推进展开，
均极具来自实践、源于现实的问题意识与鲜活感。电视片以大量事例告诉
人们，改革开放为中国梦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路径。

强烈的审美感染力。作品立意高远，纵论古今，大气磅礴。策划编导者
广泛调动与运用多种最新科技、艺术手段，高度讲求创意、语言、画面质量，
其艺术表达所具有的亲和力与中国梦释放的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相得益
彰，因而产生巨大魅力。

《百年潮·中国梦》综合运用文学、政论、影像、音乐、动漫等表达手法，形象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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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起潮落 共盼中国梦圆
——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研讨会发言摘要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宣部副部长 黄坤明

电视政论片创作的新突破
中央电视台台长 胡占凡

深化改革的奋进号角
国资委宣传局副巡视员 金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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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宣传局副巡视员 金思宇

中国道路的精美展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宣传教育要准确鲜明生动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 晋

架起生动的沟通桥梁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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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推进中国梦的大众化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艾四林

交响乐一般的大气之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何西来

交响乐一般的大气之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何西来

实现中国梦的形象宣言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梁鸿鹰

中国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五集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用视听审
美的时代表达给予了透彻而又响亮的回答。

该片用多重叙述单元，首次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集体意识
与内心憧憬统辖于中国梦的理念之中，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隧道，全面
揭示中国梦的深刻内蕴。

该片运用电视语言，实现了思想穿透力与情感凝聚力的相得益彰。在酣
畅淋漓的夹叙夹议中，既有文化根脉的传承，又有民族情怀的抒发；既有理性
思辨的火花，又有感性激情的奔泻，让中国梦价值内涵的阐释层层递进、震撼
人心。

该片还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和匠心独运的视听表达，实现了电视政论片审
美表现的创新突破，让亿万华夏儿女凝聚起对中国梦的情感共识。

中国梦的镜像解读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王丹彦

《百年潮·中国梦》对广大师生正确认识中国梦、充分了解中国梦、奋力实
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深刻领会中
国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了良好
成效。

《百年潮·中国梦》的热播，使广大师生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领导下，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有了更广泛的
响应和更坚定的行动。6月 16日，教育部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交流讨论观看

《百年潮·中国梦》的心得体会和思想感悟。下一步，教育部将下发通知，部署
安排各地各校切实做好观看学习和集中学习。

一是要加强领导，分类推进，进一步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利用好《百年
潮·中国梦》这一优质资源，切实做好观看学习活动。加强分类指导，针对不同
教育领域、不同阶段学生特点，扎实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二是要广泛动员，精心策划，丰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把《百
年潮·中国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和中小学德育课的重要内容。

三是要创新方法，注重实效，进一步推进中国梦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建设。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借鉴《百年潮·中国梦》对于重要思想理论宣传的创
新经验开展中国梦专题研究，形成鲜活生动、易于接受的研究成果。

奋力实现中国梦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杜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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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杜玉波

阐释中国梦的生动教材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聂辰席

《百年潮·中国梦》是在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宣部加强
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成功实践，是一次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推广的成功
范例。

首先，要重视电视政论片在凝聚人心、凝神聚气、强基固本中的重要作用，
这部片子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其次，《百年潮·中国梦》是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极好教材。第三，这个作品是电视艺术作品的
一个范例，是成功把文学思维转换为视听思维的一个榜样。最后，《百年潮·中
国梦》把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艺术表现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我认为，这部作
品应该作为教材进入课堂，发挥它最佳的效应。

文学与视听思维融合的范例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仲呈祥

《百年潮·中国梦》是一部讲述阐释中国梦的生动教材，全景式呈现了中
国人民“寻梦、追梦、筑梦、圆梦”的壮阔历程，激荡起人民的共鸣。

一、深入挖掘内涵、提炼精神价值，是中国梦主题影视精品创作的核
心。《百年潮·中国梦》能够成为电视政论片的精品力作，关键在于它全面深
刻艺术地阐释了中国梦。

二、创新理念、创新表达，是增强电视政论片时代魅力的重要保障。《百
年潮·中国梦》以故事化细节表达、平等式互动交流、深邃的历史视角、宏阔
的全球意识，创新思维、理念、方法、手段，为增强电视政论片的时代魅力提
供了有益借鉴。

三、精心策划组织、健全扶持引导机制，是中国梦主题影视精品创作的
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影视作
品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将中国梦的价值观念、价值体验和价值追
求与中国道路、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相结合，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国
梦主题影视精品创作生产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谋划确定了 50 部体现和
弘扬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重点影视剧作品，目前均已开始创作，部分作品已
拍摄完成。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继续
抓好选题规划，努力推出更多聚焦中国梦主题、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精品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作出贡献。

《百年潮·中国梦》全方位地揭示了中国梦之真善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
普遍认可，深入地推进了中国梦的大众化。

中国梦之真在于，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悠久深厚历史文
化的自然生成。中国梦之真也在于，它是与我们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
斗相契合的。

中国梦之善在于，它是人民幸福之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之善还在于，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
真诚意愿。中国梦是促进合作共赢之梦。

中国梦之美在于，它通过自身的独特性，体现了当今人类的理想与追
求。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梦的
独特性，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