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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黑龙江省年产秸秆 1.3 亿吨，是全国
秸秆资源最多的省份，个别农民选择用焚
烧方式处理秸秆，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
战。如何扭转这一现象，成为黑龙江省生
态环境厅的“必答题”。一个通过拍摄秸
秆禁烧情景剧，树立农民不敢烧、不想烧
意识的想法就此诞生。

2019 年 6 月 26 日，一个名叫“我是演
员”的微信群正式建立，群里一共 8 个人，
除了编剧导演和后期制作人员，演员只有
5 个人，其中 4 人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的工作人员李胜、阚阔、张佳慧、刘琳，还
有一位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闻夜航》
栏目主持人王博。“我们是一个年轻有活
力的团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拍出有宣
传教育意义的爆款情景剧。”李胜说。

拍摄前，主创人员聚在一起聊想法。
“真是揪着头发憋想法，各种头脑风暴。”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导演金芫记忆深刻。
从下午 2 点至 11 点整整 9 个小时，大家聊
着、想着、不断地推翻自己，又不断的提出

新想法。“我们要做短而精的作品。”这在
主创团队中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在 1 分
多钟的短视频中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第二部分反转引导
观众继续观看，第三部分回扣秸秆不能露
天烧主题。有了这样的共识，主创团队当
天 就 定 下 了 视 频 脚 本 主 题 、主 题 构 建
大纲。

“既然不专业咱们就做到敬业。”正式
拍摄前，5 位演员 在 黑 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会议室里紧张排练，大家手里拿着脚
本一遍一遍地对，一遍一遍地走。但隔
行如隔山，李胜和张佳慧都是生态环境
系统工作人员，保护生态环境已经印刻
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上，如今饰演破坏生
态 环 境 的 反 面 人 物 显 得 格 外 别 扭 。 于
是，在会议室里经常能看到他们探讨角
色 刻画，练习面部表情和对白。“久而久
之，对人物刻画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希望能拿出最好状
态。”张佳慧说。

执法人员当演员执法人员当演员
拍拍起戏来不含糊起戏来不含糊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

黑龙江省系列情景剧黑龙江省系列情景剧《《秸秆不能露天烧秸秆不能露天烧》》成生态环境宣传成生态环境宣传““爆款爆款””

“同志同志，听说找你俩就能烧秸秆？”
“你看我这有章，是真的，往上一盖，到哪都好使。”
“大气污染防治法明令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构成犯

罪的还可追究刑事责任，你俩是干啥的，咋这么厉害
呢？”

“大王庄，小王村，环保王大使，我是村会计。”
“那我也是环境监察人员，我怎么没见过你俩呢？”
这诙谐幽默的一幕并非真实发生，而是黑龙江省

生态环境厅拍摄《秸秆不能露天烧》系列情景剧的场
景，因表现形式简单直接又轻松幽默，能够将生态环境
政策法规传播到观众，被生态环境部评为 2019 年优秀
生态环境宣传产品。

“爆款”情景剧是如何诞生的？记者采访了《秸秆
不能露天烧》的主创人员，听他们讲讲台前幕后的那些
故事。

治水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变化？垃圾是怎样
收集处理的？日前，浙江省金华义乌市、浦江县两地
联合举行了“义浦同城环保设施开放日”活动，通过线
下实地参观、线上全程直播的形式，让两地市民进一
步了解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的过程，宣讲护水护
河、垃圾分类的绿色理念。

“此次活动是义乌、浦江率先探索县域生态环境
保护一体化新模式的又一次有益实践，旨在建立两地
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的常态化合作机制，通过合作共
推，发动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金华市
生态环境局义乌分局副局长孙永亮说。

在浦江，亲历治水之变

一架彩虹飞两岸，满湖翠色收眼底……走进浦江
翠湖治水主题公园，碧水清波、绿树鲜花，仿佛置身世
外桃源一般，让人流连忘返。

一座灰墙黛瓦，塔楼和堂廊相间，造型别致的建
筑犹如一曲凝固的音乐矗立于公园之间、翠湖之畔，
这便是浦江治水馆。治水馆建筑面积 4700 多平方

米，是浙江省内唯一展现“五水共治”工作的县级展
馆。展馆分上下两层，一楼是治水馆，二楼是规划馆，
设有“水之殇”“水之治”“水之谋”“水之变”“水之美”
五个展区，全面展示着浦江治水经验和成果。

“展现治水工作的道具栩栩如生，仿佛当时的画
面就在眼前。”在治水馆中，线下实地参观的市民代表
兴致勃勃地看着文字图片展示和多媒体演示，认真听
取讲解人员的情况介绍，切身感受着浦江凤凰涅槃的
华丽转身和深沉厚重的文化积淀，频频发出感叹。

走出治水馆，市民代表在翠湖公园一路漫步，穿
过治水广场、净水花园、户外课堂、湿地学校、文化体
验绿廊，欣赏着如诗如画的湖园美景，呼吸着清新富
氧的林间空气，纷纷点赞翠湖从“臭水塘”到“美河湖”
的华丽蝶变。

“以后我们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以身作则，从小事
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实际行动保护生态环境。”义乌
市民王女士说。

在义乌，探秘垃圾处理

“我现在的位置是义乌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处置
车间，隔着透明的玻璃墙可以看见整个处置流水线，

并且没有闻到一丝异味。”在义乌，浦江市民杨海燕边
走边举着手机拍摄记录着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一点
一滴，并实时在好友群里分享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垃圾焚烧发电厂还有咖啡厅和游泳池？在浙江
华川深能环保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好奇的两地
市民代表在厂区信息控制中心围拢到讲解员旁，认真
地听着有关项目建设及垃圾焚烧发电运行维护、控制
管理等内容的讲解。

当听到发电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基地、咖啡厅、
游泳池等一系列科教文娱设施即将建成开放时，参观
代表均满怀期待，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再带孩子来参
观，尝尝这里的咖啡。

“今天我了解了许多环保知识。”“我会全心参与
到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工作中去。”……活动结束后，
参加实地参观的市民和一直守在屏幕前看直播的网
友均表示意犹未尽，希望下一次活动快点到来。

“我们以后还会多组织类似的活动，让两地市民
零距离感受环保，体验环保，了解环保，在提高支持环
保、参与环保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两地生态环
保工作的合作。”孙永亮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公众
积极行动起来，共同营造更好的社会参与氛围，为美
丽宜居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 作为贵州省生态环
境厅对核与辐射基础知识科普宣
传的创新之举，贵州辐射电子科
普馆（以下简称科普馆）首展仪式
近日在贵阳举行，标志着科普馆
从即日起正式开馆。

据了解，科普馆于 2019 年 12
月启动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技
术、视听技术、交互技术及网络
技 术 提 升 核 与 辐 射 科 普 基 础 知
识 的 趣 味 性 和 参 与 性 ，使 抽 象
单 调 的 科 普 宣 传 变 得 形 象 生
动，易被广大群众掌握和了解，
同时实现一馆资源的多时空共享
及持续更新。

科普馆由 5 个分馆组成，其
中辐射基础知识馆主要向公众讲
述基础的辐射知识、基本术语；天
然辐射馆讲述大自然的空气、水
体、土壤、矿石、生物中的天然放

射性；核技术利用馆让公众了解
密封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和 X 射线装置在医疗 、工 业 、农
业、地质、交通等行业的广泛运
用；电磁辐射馆主要介绍手机、
电 脑 、家 用 电 器 等 生 活 用 品 以
及 各 种 高 压 输 变 电 装 置 、电 视
发射塔、雷达、导航产生的电磁
现 象 ；核能馆则让公众充分认识

“核能”这种清洁能源。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

安全监管处处长林晓珊表示，下
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把科普馆作
为全省核与辐射宣传示范基地，
让科普馆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
进群众，更好地发挥核与辐射宣
传示范作用。另外，“贵州辐射电
子科普网络馆”小程序移动馆也
将于 7月份上线。

林泓泉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河北省教育厅、省生态环境厅
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
绿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底，初
步建立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工作长
效机制，基本完善绿色学校创建
制度、政策和标准体系，全省 60%
以上的学校达到绿色学校创建要
求 ，有 条 件 的 市 、县 争 取 达 到
70%。

《方案》明确，绿色学校要培
育绿色校园文化，支持和引导师
生参与组织多种形式的校内外绿
色生活主题宣传，对节能、节水、
节 粮 、垃 圾 分 类 、绿 色 出 行 、爱
绿 护 绿 等 行 为 发 出 倡 议 ，精 心
开 展 节 能 宣 传 周 、世 界 水 日 和
中国水周、粮食安全宣传周、森
林日和植树节等活动。各中小
学校每学期开学时，开展“无塑
开学季”宣传活动，学校不得强
制 学 生 使 用 塑 料 书 皮 ，尤 其 不
能使用有问题的塑料书皮。各
学校要将绿色学校的创建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培养青少年学生
绿色发展的责任感。

《方案》要求，要持续开展环
境教育基地建设。到 2020 年底，
每个县（市、区）至少要创建一个
环境教育基地。各市要结合本地
特色，按照评选办法精心遴选适
合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环境教育
体验和实践活动的场所，依托环
境教育基地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宣
传与实践活动。同时，将参与公
众开放活动作为学校生态环境教
育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鼓励中
小学生积极参与相关单位环保设
施公众开放活动，近距离参与环
境治理工作。

此外，要充分发挥学校生态
环境志愿者作用，开展形式多样
的社会活动，通过环保骑行、捡拾
垃圾、守护江河、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公益活动，通过走进学校、社
区、企业、农村等场所，向公众发
放生态环境教育宣传资料，纠正、
监督、举报生态环境不文明行为
和违法行为。

河北：三年内绿色学校超六成

贵州：辐射电子科普馆开馆
短而精的作品

拍摄第一天，张佳慧饰演的是一个废
旧铜门收购场的小老板，脸上抹的全是
土，穿的是破旧格子衬衫，平时雷厉风行
的执法人员变成了连形象都不顾的小老
板。更让人揪心的是，拍摄时，张佳慧已
有 5 个多月的身孕，“导演，我这肚子能不
能看出来，不行我往里收一收”。吓得导
演连忙说：“别，看不出来，演戏咱再苦也
别苦了孩子。”

但在张佳慧看来，既然是“演员”，就
要有“演员”的敬业精神。剧本里有一段

她总是吃苞米的剧情，为了精益求精，张
佳慧啃没了手里的，又拿起新买的继续
拍，直到她看见苞米再也吃不下去。

李胜是整个剧里的大反派，既是办理
秸秆焚烧证的村会计，也是点燃秸秆被行
政拘留的农民。为什么他演大反派？剧
组演员调侃说，“可能是因为有天赋，也可
能是因为长相，也或许是二者皆有。”

“李胜特别会自己给自己加戏。”导演
金芫说，“拍摄现场王博和李胜知道阚阔
是生态环境厅的执法人员，吓得当时就跪

虽说拍的是秸秆禁烧题材的情景剧，
但环境保护意识一直根植剧组人员心中。

在拍摄现场，刘琳总是将瓶装水做好
标记，这样才不浪费。“这是一个小细节，
但一个人这样做，全剧组都这样做了。我
们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执法者，更是生态环
境的保护者。”刘琳说。

5 月 9 日，生态环境部公示 2019 年优
秀生态环境宣 传 产 品 评 选 结 果 ，《秸 秆
不能露天烧》系列情景剧赫然在列。在
网络平台上线后引起了热烈反响，真正
成为“爆款”情景剧。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
逄 博 说 ：“ 情 景 剧 宣 传 形 式 新 颖 ，台 词
考 究 ，情 节 紧 凑 ，还 有 身 边 同 事 参 演 ，
熟 悉 的 面 孔 演 绎 生 态 环 境 相 关 法 律法
规，宣传教育效果更好”。网友“云云”说：

“台词都这么押韵，太搞笑了。”网友“四
爷”说：“天神下凡也不能烧秸秆啊，这样
的宣传真接地气。”

如今，“我是演员”的微信群又壮大

了，场地自行车世界冠军、黑龙江省生态
环境形象大使穆迪和黑龙江省生态环境
厅工作人员王欢也加入其中，日后由她们
参演的短视频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处表
示，生态环境宣传已成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前沿阵地，成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生态环境宣传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事
半功倍、巧拨千斤。

此次拍摄系列情景剧，就是运用新媒
体形式提升宣传工作水平的一次尝试，借
此提高生态环境主流宣传信息的到达率、
阅读率和点赞率，让宣传产品更具传播
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未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将拍摄更
多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短片，提
高环境宣传产品质量，打造导向正确、创
意新颖、深受公众欢迎的优秀生态文化精
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和行动起来，共同
保护生态环境。

下了，本来是不需要李胜跪的，可拍摄的
时候他一下也跪了，而且跪的速度比王博
还快，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谈及饰演的
角色，李胜说：“我现在这形象真气人，我
自己都想把自己罚了。”

反面角色演得出彩，正面角色就更加
手到擒来 。 阚 阔 长 得 帅 气 ，个 子 也 高 ，
饰 演 生 态 环 境 厅 的 执 法 人 员 。 其 实 不
用 演 ，这 就 是 阚 阔 的 老 本 行 ，所 以 拍 摄
起 来 游 刃 有 余 。“ 这 张 脸 就 像 生 态 环 境
厅 的 名 片 ，只 要 他 一 出 来 ，任 何 破 坏 生
态环境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拍摄间隙，
几名演员调侃说：“阚阔太帅了，要是在抗

战剧中，敌后武工队队长的角色非他莫
属，就算让他演反派那也一定是卧底。”

“人美话不多”是剧组人员给刘琳的
评价。她既是演员，也是拍摄现场的小助
手。没到自己拍摄的 时 候 ，她 就 帮 摄 像
拿架子，帮别的演员站位对词。拍摄结
束 后，又帮着清扫现场。王博在电视节
目中常拍短剧，经验相对丰富，在现场经
常和四位演员一起研究脚本，给大伙提建
议。一次，拍摄时间与电视台工作“撞车”，
他 抓 紧 完 成 单 位 工 作 后 ，自 驾 50 多 公
里赶往拍摄现场，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吃
饭。

我是演员

“爆款”诞生

“义浦”两地同开放 线上线下反响佳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福建省第一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
科普中心——思明区生活垃圾分
类科普中心近日正式开馆亮相。

据了解，科普中心是由思明
区配套环卫设施厦禾裕景清洁楼
功能性立体改造而来。

改造后的科普中心，分为科
普区与互动区两大区域。在科普
区，除了垃圾分类基本常识的普
及外，还运用 VR 漫游加旁白的
展示手段，演示环卫处理工程的
先进技术。互动区内则设计展示
有瓶盖 DIY 墙。大大小小、五颜
六色的瓶盖，通过废物改造组合
成思明区标志建筑，拼成一幅巨
大的艺术墙。此外，手作实践区
域内，“变废为宝”“手工 DIY 雪
糕棒”“制作环保袋”等项目，以其

寓教于乐的鲜明特性，大受亲子
家庭的欢迎。

思 明 区 垃 圾 分 类 办 公 室 表
示，接下来，科普中心将致力于打
造宣传、教育、实践三大平台，每
周开放六天，每月联合教育系统
等单位，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努力
成为一个垃圾分类公众宣传教育
的前沿阵地和参与平台，一个强
化全民环境意识、培养垃圾分类
好习惯的教育基地。

近年来，思明区多措并举，以
“思明之问”为导向，主动创新破
解垃圾分类城区治理课题，在实
现垃圾分类桶等配套物件“全入
户”基础上，推动垃圾分类环保理
念“全入心”，率先引入垃圾分类

“全民科普”，探索走出一条垃圾
分类推广工作的“思明路径”。

福建：首个区级垃圾分类科普中心亮相

科普合集《博物君式科普》出版

新鲜速递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通讯员何冰清

本报综合报道《博物》杂志
10 年来微博科普合集《博物君式
科普》近日将众筹出版，希望能让
博物学知识传播得更广更远，让
更多人爱上好玩有趣的博物学。

据了解，10 年来，《博物》杂
志以微博、公众号为平台，面向公
众开展科普，答疑解惑，努力为大
自然中的每一个奇迹发声，帮助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博物学是什
么，进而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

此次，将 10 年来的答疑科普
结集出版《博物君式科普》，延续
了他们以往的风格，用最专业的
团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和最诙谐
幽默的文字，整理出了包括动物、

植物、天文、地理、历史、文化、艺
术、美食等在内的全领域科普，全
面解答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困惑。

书籍将包括 300 篇以上精选
问答微科普，帮助读者充分利用
碎片时间、30 秒有效学习一个新
知识；18 篇深度长文宝藏干货，
从专业角度具体剖析问题，带领
公众一起领略博物学的无穷魅
力；300 张以上由专业野外摄影
师用独特视角拍摄的奇特照片等
内容。

这次众筹，除了“书”之外，还
有丰富的档位、独家解锁福利和
限量好礼可供读者选择，适应互
联网时代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

上图：拍摄焚烧秸秆办证画面
右图：李胜（左）、王博（右）拍摄焚
烧秸秆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