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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伟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热播。
据统计，开播第一集实际收看人数
3.5 亿人次，收视率创下新高，这在
国产剧中非常罕见。剧中的人物
形象被观众津津乐道，达康书记也
成为新晋网红，表情包火了，“同款
水杯”也在淘宝上线，这样的传播
效果让制作方都始料未及。

这是一部反腐剧，但随着剧情
的深入，观众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环
保的情节。比如一些污染企业想
趁机落户林城开发区，被一直奔走
在 GDP 道路上的达康书记断然拒
绝。这难道不正契合当下中央提
出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后来把林
城开发区从煤矿塌陷区打造成绿
水青山的现代化开发区，还引进了
绿色食品生物园项目，不也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生动
写照吗？达康书记为环保代言也

是蛮拼的，同时也向公众表明了地
方“一把手”的执政理念对环保工
作成效的决定性作用，为环保宣传
工作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提供了注脚。

这部剧虽然没有直接出现环
保部门工作人员的画面，但只要谈
地方经济发展，始终绕不开环保的
话题，“一把手”主政一方都会遇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抉择，达康
书记对环保的认识，得到了省委书
记沙瑞金的点赞，短短几分钟的对
白，很接地气，让人感觉很真实，既
提出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抓绿
色发展的要求，又为观众描绘了走
绿色发展道路的美好图景，回应了
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
既弘扬主旋律，又很在理，这个效
果恐怕比填鸭式、灌输式的宣教形
式更加入脑入心。

在品味这部反腐大戏传递的
满满正能量以及剧中人物丰满的
形象之余，不由让我思考，这对环
境传播有何学习和借鉴意义。

一是环境传播要在社会热点
中寻找痛点。环境保护当然是当
下的社会热点，但公众未必对所有
环保议题都感兴趣，哪怕是一些公
众感兴趣的议题，如果讲不到公众
心坎上，也很难引起广泛的关注。
以前也有很多反腐剧，但没有一部
比《人民的名义》这样有影响，原因
很简单，它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势反腐
的背景下，找到了社会公众的痛
点，无论你是谁，都能在剧中找到
评论点，都能对标原型，感受到腐
败的切肤之痛。以环保为例，当前
雾霾天气可以说是全民关注，但真
正的痛点是雾霾对健康的危害和
如何预防，如果抓住这个痛点，那
关注和参与环保的人数会呈几何
级数增长。

二是环境传播要在生活场景
中俘获粉丝。笔者认为，《人民的
名义》热播受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片子跟现实社会联系很紧密，
征地拆迁、网络直播、论坛删帖、小
官巨贪、手机定位、海外追逃，这些
都有生活的原型，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听说过，有些事情自己也亲身经
历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很容易打动
人，很容易把观众拉进戏中。如果
这个时候，将环保的观点和内容融
入其中，很容易引发观众的思考，
在品味剧情过程中加深对环保工
作的认识，《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做
到了。

三是环境传播要在艺术作品
中找到载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
定程度，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也
会日益旺盛，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
代，我们每天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接
受到海量信息。干巴巴的科普，已
经打动不了读者和观众。环境理
念的传播特别需要文化的载体，如
我们对新晋网红达康书记的热捧，
他那超前的绿色 GDP 言论和随身
携带的水杯，都成为观众的谈资。
用水杯，也是一种绿色的生活方
式，在达康书记的日常生活中展现
得淋漓尽致。如果在这方面加以
舆论引导，主角的言论和道具都可
以为环保理念传播代言。

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借助
影视作品来为环保宣传服务，扩大
传播效果，关键看我们是否真有这
份耐心和真心。

《人民的名义》启发环境传播思路

◆繁星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过
半。循着编剧周梅森“打造一幅当
代社会《清明上河图》”的思路，这部

反腐剧的“大罐头”里装进了对婚
姻、成功、全民阅读等社会话题的探
讨，也表达了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议题的立场。

环保，在剧中仅占很小的篇幅，

但几次提及，都不免让观众联系现
实，拍手称赞：“说得有理”，同时意
犹未尽。这些情节不是凭空捏造，
有的有现实原型，有的也能在现实
中找到类似案例。

影片塑造了一位具有震撼力的、
令人难忘的护林人。主人公李天狗用
生命和鲜血来守护国有山林，与黑恶
愚昧势力坚决斗争。

中国环境报：有没有想过，把您的
小说《霾来了》《霾之殇》《霾爻谣》作影
视改编？

李春元：有 啊 。 2015 年 ，《霾 来
了》出版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西部
电 影 集 团 、中 国 环 境 出 版 社 都 找 过
我。当时，我和他们说，三部曲只创作
了一部，最好等 3 部都写完再拍。因
为第一部是一种呐喊，敲响霾来了的
警钟，反映污染形势和问题。光拍这
个不够。后两部还要告诉大家，怎么
治 理 、怎 么 应 对 ，这 样 传 播 效 果 才
更好。

最近，第三部《霾爻谣》刚上市，我
这阵子都忙在一线，还没来得及和他
们联系。把小说影像化，这事得有专
业的人和机构来上手。所以我非常希
望，上级环保宣教部门和影视专业人
士能有影视改编意愿，我愿意无偿和
他们一起编剧，把我在一线的环保工
作经验都贡献出来。

中国环境报：您的小说销量不俗，
把它进行影视改编，会影响更多人吗？

李春元：据河北廊坊的书店统计，
买“治霾三部曲”小说的读者以中年人
和小学生居多，他们觉得生动、有趣。
我结合工作经历和公众关心的事来写
小说，是希望记住这段历史。我也非
常期待它能被影视化改编，让作品的
艺术价值更高、社会效益更大，影响更
多社会群体。

中国环境报：您觉得当下的电视
剧中，对环境议题的展现有什么特点？

李春元：应该说，在一些细节的处
理上，现在比过去更注重生态了。比
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在 1998 年的
老版电视剧《水浒传》中，鲁智深等人
嫌乌鸦在柳树上聒噪，为了端掉树上
的乌鸦窝，就把柳树连根拔掉，倒在路
中，众人对鲁智深的神力一番赞叹，扬
长而去，留下满地狼藉。到了 2011 版
的同名电视剧中，鲁智深拔了柳树，却
吩咐众人捧走树上的鸟窝，好生照看，
又把树扶正，命人将树重新种好，千万
不可让它死了。

但是，从数量来说，这类影视作品
太少。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剧作本来
就不多，关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环

境政策、环保现状的剧就更少了。我
们最缺的就是用文艺的形式和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大家走向依法保
护环境的道路。

中国环境报：您希望这些剧对环
保话题的讨论包含哪些内容？

李春元：我是在基层搞环保实践
的，所以我觉得好的环保剧要有 3 方
面内容。一是能用艺术的手段，更广
泛、全面地宣传环境政策、法规，让公
众知晓、理解；二是介绍环境污染的危
害，通过知识宣传，让公众产生危机
感；三是运用正反面案例，对公众产生
激励，对违法者有所警示。

中国环境报：您希望未来出现环
保题材电视剧，还是在其他主题剧中
融入环保议题？哪种传播效果更好？

李春元：能在其他剧融入环保情
节，当然好，有专门的环保题材连续
剧，更好。但是创作中要注意，不要把
环境问题孤立化，环境问题是
长期的、综合的、复杂的，涉及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更重要的
是，要让观众有代入感，再宏大
的议题，最后都要落脚到
社会现实。你看《刘老根》
为什么能拍那么多部，那
么多观众愿意看？它
虽然有一些争议，比
如是否高雅，但是它
反映了观众身边的社
会现实会现实。。

我国环保剧情片

本片主要讲述了一个村庄的村
民，为了让黑颈鹤有良好的居住环境，
经历了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对故土的
难舍难离之后，毅然放弃世代生活繁
衍的村庄迁往他乡的动人故事。

作家吴东在采访淮河污染问题
时，遇到微服调研的副省长魏峰，向其
反映，引起重视。政府和市民齐心协
力战胜污染灾害后，毅然关闭了污染
严重的工厂，打响全省“零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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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中，月牙湖是汉东
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然而，湖边
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
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
化，月牙湖变成了污水坑。当地区委
书 记 易 学 习 下 大 力 气 治 理 ，把 西 岸
180 家餐馆饭店全部拆迁。还剩一家
难拆的美食城，当年为了发展第三产
业提振经济而匆忙上马，又有权贵做后
台。为此，易学习在电视台公开向公众
表态，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
不掉，他这个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

剧 中 角 色 李 达 康 是 位 极 重 视
GDP 的领导。在他看来，GDP 并不是
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省、一个市、
一个地区人民群众的冷暖温饱。然
而，也正是他，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需
要 GDP，但决不要落后的 GDP、污染
的 GDP、血泪的 GDP！”

多年前，林城市副市长兼开发区
主任收受了几十家企业的贿赂。他被
捕后，引发林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
尾，开发区冷冷清清。一些污染大的
企业想趁势进园区，却被市委书记李
达康坚决挡住了。他从小生长在农
村，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
么 。 土 地 是 乡 亲 的 命 根 子 。 在 以
GDP 论 英 雄 的 年 代 ，李 达 康 守 住 了
底线。

《人民的名义》中，林城市经济开
发区有一片湖。多年前，这里不是湖，
是 采 煤 造 成 的 塌 陷 区 ，荒 无 人 烟 。
彼时任林城市委书记的李达康考虑
到 大 量 圈 占 良 田 搞 开 发 区 代 价 太
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以
为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
国家财政补贴，把塌陷区的劣势变成
优势。

多年后，一个个曾经的污水坑已
经沟通起来，成为连片的湖，湖边种上
树木花草，成为风景。开发区里建起
了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
工业园也都是花园式厂区。

眼尖的观众发现，这活脱脱
就是江苏徐州的治理写照。

2016 年 ，国 家 旅 游 局 、环 境
保护部联合下发文件，徐州潘安
湖湿地获批 2015 年度国家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2013 年，徐州九
里湖湿地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国
家湿地公园……然而数年前，这
些地方还是采煤塌陷区。

徐州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也
是百年煤城。采煤给这座城市留
下 了 30 余 万 亩 采 煤 塌 陷 地 。

2006 年底，徐州市决定利用采煤
塌陷地建造大型生态湿地公园。
当地借鉴德国老工业区鲁尔区生
态修复经验，将各类塌陷区建设
成为涵养生态功能区、环境优美
景观区、高效农业标杆区。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向“一
城青山半城湖”转型，徐州通过塌
陷地治理，增加了市民休闲的绿
色空间，也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
间，集约利用土地，有几个工业园
区就建设在了采空区上。

现实中，云南省大理州不久
前发布了《关 于 开 展 洱 海 流 域
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
服 务 业 专 项 整 治 的 通告》。根
据整治通告，从 4 月 1 日起 10 天
内，这一 范 围 所 有 的 餐 饮 、客 栈
经 营 户 一 律 暂 停 营 业 ，接 受
核查。

白族渔村双廊凭借优越的自
然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

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客栈、餐饮
等应运而生。洱海流域水生态保
护区核心区正是客栈分布最密集
的区域，严重影响洱海水质。

去年 11 月底，云南省省委书
记陈豪批示，要“采取断然措施、
开 启 抢 救 模 式 ，保 护 治 理 好 洱
海”。此次开展的专项整治共涉
及 1800 多家客栈，目前已全部暂
停营业，接受检查。

劣势变优势，采煤塌陷区建起开发区剧情1

不要落后的GDP、污染的GDP、血泪的GDP

对污染湖区的餐馆说“不”

剧情2

剧情3

对话背景：纪实小说《霾爻谣》发行约 1 个月，售出两万多册。这部由河北省
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创作的小说是雾霾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霾来
了》《霾之殇》已先后 6次加印 10余万册。

对话人：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
采访者：中国环境报记者陈妍凌

把治霾小说拍成连续剧？
急需修筑环保通向公众的艺术大道

相关链接

楼上听涛

对话

文化热点

过去，GDP 作为地方经济实
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被不少地方
政府摆在优先位置，为了迅速做
大 GDP，不 惜 以 资 源 和 环 境 为
代价。

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这
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工业
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战略任务后强调的新任务，“四
化”战略变成“五化”战略。

随后，环境保护部宣布重启
绿色 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研究，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
环境代价。

推行绿色 GDP 核算，就是把
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
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
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
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
GDP 总值中予以扣除。同时，研
究“做加法”，把地方环境系统、生
态 系 统 改 善 、产 生 的 效 益 加 到
GDP 里 。 其 目 的 是 弥 补 传 统
GDP 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
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

眼下，绿色 GDP 核算研究还
在路上，但“不以污染换发展”的
理 念 已 经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人 的
共识。

戳中你的是环保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