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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个别综艺选秀节目引发的
“集资打投”“倒奶事件”等乱象，暴露出
过度消费、非理性“应援”等问题，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12日发布公告，表示将惩戒
面向粉丝商业集资的演艺人员。

公告指出，由演出行业演艺人员本
人发起、组织的或以其所属经纪机构、工
作室名义发起、组织的面向粉丝的商业
集资行为，以及收受粉丝集资财物的行
为，均涉嫌违反《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
自律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将针对
此类行为启动评议程序，并根据评议结
果对涉事演艺人员实施“联合抵制”等行
业自律惩戒措施。

公告表示，发挥“粉丝经济”在增强
市场活力、助力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同时维护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需要
演艺人员、经纪机构、网络平台、行业组
织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将进一步积极引导演员经纪机构会
员，加强对演艺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
粉丝正向引导，引导网络平台企业会员
规范商业活动，夯实企业社会责任。各
方携手共建文明、健康的文化娱乐发展
环境。 据新华社

面向粉丝商业集资的
演艺人员将受惩戒

当地时间12日晚，由中国北京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广播电视台打
造的“魅力北京”系列纪录片在克罗地亚
国家广播电视台正式开播。

此次播出的“魅力北京”纪录片包括
《为民而商》《中关村》《昨天的故事》《自
然北京》四个系列，通过讲述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科技进步和城市发展、北京文
化的传承以及北京生活，展现当代北京
建设成就、人文风情和自然风光。

克罗地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巴齐
奇对记者表示，这是克罗地亚国家级电
视台首次与北京市方面合作，落地播出
中国主题的系列专题纪录片。

据悉，在中国驻克使馆的大力协调
下，克方对此次合作十分重视，组织专人
参与节目内容、技术标准、翻译等方面的
工作，并将“魅力北京”作为特别节目在
其台庆当周推出。节目开播前，克罗地
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通过电视节目、官网
及社交媒体大力宣传介绍，吸引众多当
地媒体关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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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竹内亮（中）在纪录片《走近大凉山》中。

由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
与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合作摄制的纪录片

《走近大凉山》，从4月28日起登陆中日各大电
视平台和全网视频平台，引起广泛关注。

竹内亮曾长期在NHK（日本广播协会）等
日本电视机构工作，2013年8月移居中国江苏
省南京市。移居中国之后，竹内亮得以更深入
地观察、记录中国，陆续制作了《我住在这里的
理由》《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后疫
情时代》等纪实作品，以其独有的风格受到观众
喜爱。

2010年，竹内亮曾到访大凉山，为NHK拍
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2020年7月，受
解读中国工作室邀请，竹内亮重访大凉山，通过
他的视角记录发生在大凉山的减贫故事。“我想
亲眼看看大凉山如今的变化。”竹内亮这样解释
拍摄纪录片《走近大凉山》的初衷。

《走近大凉山》延续竹内亮一贯的纪实风格，
以他在大凉山的个人旅行体验为脉络，揭示大凉
山正在发生的深刻巨变。“呜——呜——”慢悠悠
的绿皮火车穿山越岭，在一片苍翠中突出重围。
这是竹内亮拍摄纪录片最常用的叙事方式，从乘
坐火车开始铺展整个故事。

10 年前来大凉山拍摄，因山势险峻，竹内
亮只能肩扛驴驮拍摄设备进山。如今，尽管道
路泥泞颠簸，但拍摄团队的车可以顺利开到许
多村民家门口。在安装了新钢梯的悬崖村，山
上卖水的老人随手掏出的支付二维码和在城镇
里学习新技能的易地搬迁村民们，让他很快见
证了大凉山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俄木依伍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哈甘乡的村民。她曾经的家在悬崖村附近，海
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那里的
村民们之前进出村子大都需要沿着悬崖绝壁
攀爬藤梯。交通不便并未阻挡这一家人追逐
幸福的步伐。两个女儿凭借奖学金完成大学
学业，成为教师。丈夫则一直在外打工负担家
用。易地搬迁和技能培训为俄木依伍开辟了新
的幸福路。

影片中，当竹内亮问俄木依伍，“我从南京
来，你知道南京吗？”俄木依伍捂着嘴，羞涩地笑
着摇摇头。刚刚搬下山的俄木依伍虽然普通话
不流利，但她终于不是只能独自守着破败土坯
房，依赖摇摇欲坠的藤梯与外界交流的家庭妇
女。搬进昭觉县集中安置点的新家后，俄木依
伍打破与世隔绝的状态，收获了与更多人交流
和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她参加了县里组织的
彝绣培训班，凭借自己熟练的绣工制作工艺品
出售，兼顾家庭的同时还能为自己带来一笔新
收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为了实现更深入的采访，竹内亮还拜访了昭
觉县足球基地，对话当地小学的支教志愿者、小
学生，亲身参与彝族的火把节，与当地彝族居民
同吃同住。在他们身上，竹内亮看到了当地人
走到山下去、走出去看看、用知识摆脱贫穷的强
烈意愿，也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当地孩子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建设家乡的憧憬。

《走近大凉山》是一部真实记录大凉山变化
的作品。《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王众一认为，本
片的拍摄手法体现了导演采访调动情绪方面的
专业实力，受访者感情流露自然，令人信服。日
本媒体人惯用的“等身大”叙事手法、平视的关
注视角，值得我们借鉴。

《走近大凉山》全片没有对贫困生活的哀哉
感叹，而更像是一个外国人无意间闯入其间，经
历了一段有趣的旅程，见到了一群有趣的人，留
下了一部有趣的影像。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
副总监史岩说，该片创作质朴无华，既有对生活
的真实记录与还原，也有隐藏在背后、作为导演
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表达，两者相互交融、相互
成就，分寸得体，令人亲切，也因此具有了穿透
力和感染力。

近期，《走近大凉山》还将登陆日本媒体，让
更多日本民众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减贫故事。竹
内亮说，他想做的就是呈现真实的中国，“很多
日本人看到的中国只有黑色，没有白色，所以我
就给他们准备了白色。”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走进走进大凉山大凉山》》
记录减贫故事 呈现真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