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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汇文 体

! ! ! ! !"#$年 %月，在上海援疆指挥部和
上海电视台的支持帮助下，喀什地区首
档电视励志真人秀栏目《喀什我最牛》正
式开播。#$个月来，这档节目几乎刷新了
喀什电视台所有自办栏目的收视纪录，
收看到达率（即在特定时段打开电视收
看节目的比率）达到 &"'以上，电视受众
超过 $()万人，每周首播、重播共计 *%

次……“制片、编导、主持、摄像、导播、灯
光、包装，上海老师真的是事无巨细，手
把手地教。”喀什电视台社教文艺部副主
任党晓波告诉记者，傲人的成绩背后，是
上海电视人的耐心和悉心。

招选手 人人参与
“栏目开办之初，上海老师就跟我们

一起确立下了‘人人可参与’的报名宗
旨。”《喀什我最牛》的执行制片许攀如今
是当地电视台的骨干人才，可以说她是
跟随着这档节目共同成长起来的，“一
开始我们有点蒙。说实话，我们也举办
过歌手大赛，但显然才艺门槛高，节目
不可持续；以前还做过专题片，采访过
英雄模范，但拍典型人物的故事，和做普
通老百姓全然不同。上海老师来了后，我
们开始学着用电视手段，去呈现普通人
不普通的故事，这样局面一下子就打开
了。”姑娘一口气讲完，又强调了一遍，
“真的是学到了。”

于是，节目开播至今，报名人数从最
初的一个月十几人，增长到后来的每月
近百人，成为新疆地州电视台唯一一台
周播的综艺节目。自创办以来，已有来自
汉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
等 %))余位选手报名参与，+$)多位选手
登上荧屏展示才艺。“他们来自于各行各
业，既有农民、职工、个体工商者，也有

干部、军人、教师和学生，年龄从 !岁到
&)岁不等。除喀什地区外,克州、和田等
喀什周边地州甚至 *$))公里以外的乌
鲁木齐也有群众报名参赛。”小许非常
骄傲地告诉记者，在喀什当地几乎都是
“一人报名、全家参与”，伴随着选手的
比赛，县乡村镇的亲戚朋友们奔走相
告、争相收看，她相信她们的节目已经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你知道吗，现
在审核通过能够参与节目录制的选手，
排期已在三个月以后了呢。”

办节目 喀什味道
虽然“人人可报名”，但《喀什我最

牛》通过一年半的选拔和比拼，还是挖
掘出了一大批来自民间的“草根牛人”：
用都塔尔弹唱歌颂党的好政策和美好
新生活原创歌曲的泽普县农民吐尔逊·
吐鲁甫，由平均年龄 $$岁以上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组成的英吉沙县民
间乐队，能用维、汉、英、韩多种语言演
唱歌曲的喀什大学维吾尔族学生阿曼
尼沙……他们的精彩表演，不仅收获了
观众的掌声，更凸显了喀什的地方特
色。“我们上海的老师非常接地气，很注
意融合喀什本土的特色。内地的节目里
可能新奇特的东西比较重要，民族的融
合，文化的碰撞，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
流，在我们这里更重要。”党主任在一旁
补充说，“唱歌跳舞嗨只是表象，重要
的是通过现代的、时尚的、世俗的包
装，消除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思潮。”据
了解，鉴于栏目的广泛影响，新疆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已将《喀什我最牛》列为
自治区民族团结典型电视节目，并专
门到喀什实地采访拍摄《喀什我最牛》
台前幕后的故事，编入自治区民族团结
系列片《在一起》。栏目还经过层层筛
选，荣获新疆自治区广播电视作品优秀
栏目一等奖。

带队伍 事无巨细
“气候和饮食上的不适应都是小

事。”-./融媒体中心的高级品牌经理刘
江贤带队来新疆，已经三个月了，“琢磨
出如何因地制宜，真正做出当地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节目，然后为当地电视台带
起一支能战斗的队伍才是让我头疼的大
事。”他话音刚落，党晓波主任就纠正说，
“其实，新疆的干燥和多肉的饮食，对内
地来的同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小戴来
了几个月，从来都是跟我们一起下乡拍
片，一起盯后期，一起加班一起吃盒饭，
真的不容易。”她指了指一直在角落里低
调的男孩，仔细一看，吃肉太多脸上鼓出
了好多小包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当地电

视台人手、经费都相当有限。于是一个
《喀什我最牛》的主持人，除了能调度操
控场面，还要做编导，甚至得管粗剪，有
时候还要维护一下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小伙子说，“干得可带劲了，学到好多”。
于是，节目的话筒排线可能也得援疆干
部亲自上阵，“就那个小夹子，上海老师
自己买材料，自己做，甚至让他上海的
同事把材料买好了寄过来，都是自己掏
钱。装上去一看，哇塞，大变样，真的不
能差这么一点点。”许攀很自豪，这一年
多她一直在进步，但她更羡慕自己做后
期的同事，“那两个小伙子，刚刚从院校
毕业，本来真的只懂简单理论简单拼
接，四任上海老师手把手地教，现在会做
开场啊，片头片尾啊。各大卫视有新的包
装手法，一看就懂了，以前就算拆解开，
我们都模仿不上。”许攀顿了顿，继续说
道，“老师不光教后期，还教前期，从怎么
策划怎么拍摄开始讲。这一年多，不光提
高了我们的制作手法，还改变了我们对
电视的意识。”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上海文化援疆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喀什我最牛》牛在哪里？
麦盖提县一位婆婆带着儿媳妇参赛，

并给儿媳妇伴舞，得到大家交口称赞；伽师
县一位盲人选手在亲友陪伴下，乘车奔波
70多公里参赛，感动众人；疏附县一位民
间艺人原来摆摊卖水果，参加节目后被县
文工团邀请加入文艺演出队，成为当地“明
星歌手”……一年多来，这些喀什各族群众
乐观向上、顽强拼搏、追寻梦想的真实故
事，通过电视荧屏，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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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喀什电视台的演播厅不算小# 灯光音效设备虽

然不敢比一线卫视# 但在内陆地区算是 $领先水

平%#只可惜在!喀什我最牛"开播前#据说这里一年

用不上 !"次#$只有逢年过节用用#现在每个月起码要

录六期自办节目#使用都得排队& %当地电视台的工作

人员对于这种转变#语气里显然充满了自豪&

我想#更重要的#不是演播厅从闲置到忙碌的转变&

是从只会做大型晚会流程串联和简单拼凑#到能用电视

镜头记录'刻画一个个普通喀什人生活的转变(到把$中

国梦%'$新疆精神%'$喀什责任%落实到一个个才艺故事

和家庭变迁身上的转变)))是在上海电视台选派的专

业志愿团队的帮助下#当地电视人制作能力和思维方式

的转变&

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 我还听到王明宇老师给

我报告的好消息*!喀什你最牛"大获成功之后#继续引

进上海时尚节目形态和现代化创作手段##"!$年喀什

电视台又策划打造了大型求职类节目!职等你来"和农

业经济类节目!致富有道"&前者普及法律政策#转变就

业观念#为喀什地区各族群众的就业做好服务(后者立

足喀什农业特点#涉及种植业'林业'养殖业等多方面

选题#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做出贡献)))可以说#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 上海电视人的专业帮扶已经初见成

效)))从两年前把优秀作品送上门# 到两年后带领当

地电视人立足实际#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让

先进文化在身边开花#种进老百姓的心田#或许从$送

文化%向$种文化%#这才是最让人欣喜的巨大转变&

孙佳音

抢着用的演播厅
%&记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