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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远

自驾2200余公里，辗

转抵达日喀则

接到纪录片团队要来的消
息，我第一时间与焦波老师对接，
沟通进藏日期、食宿交通等相关
事宜，焦波老师考虑到我们将于
2022年7月份结束援藏任务返回
山东，遂定于5月上旬进藏。

焦波和他的徒弟覃猛于5月9
日抵达日喀则。见面后，我才知
道，两人5月1日就已动身启程，先
从济南飞赴成都，接着由覃猛驾
驶事先租好的一辆车沿川藏线往
日喀则赶。途中两人边走边拍，
2200多公里的路程，用了整整9
天。起初我以为两人是借机把七
天假作为旅游观光时间，听覃猛
一说才知道，是医疗专家建议这
么做，因为焦波老师上了年纪，身
体较弱，担心他直接飞到高原承
受不住。

不过，我当时问得不深不细，
直到回山东许久因为焦波老师向
我求助，才知道焦波老师长期患
有肺炎，久治不愈，为此我自责了
很长一段时间。

雪域高原美丽而又凶险，一
个小感冒都可能引发急性肺水

肿、脑水肿进而夺人性命，一个长
期患有肺炎的人，是不适宜进藏
且长时间驻留的。焦波老师抱病
进藏，简直是拿着生命在冒险啊！

我没有和焦波老师就这个问
题深入交流，只能暗自揣度他以
身犯险的原因，一是他视艺术如
生命；二是他对援藏干部及其从
事的援藏事业抱有深厚感情；三
是他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因
为他早在1997年就曾到海拔4500
米的昂仁县拍摄过淄博援藏干部
人才，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整
版。他说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前缘
早已注定，但应该是那次进藏经
历给了他自信。

拍摄周期从40天延

长到80天

见面之前，我的内心是忐忑
的。我是普普通通的援藏干部，他
是名扬天下的摄影师和导演，他
架子会不会很大？是不是很难沟
通？事实很快证明，我多虑了！

焦波老师其貌不扬、穿着朴
素、头发很长、不修边幅、为人谦
和，这是焦波老师留给我的第一
印象。住，就在我们山东援藏公
寓；吃，则和我们援藏干部人才一
起吃食堂。食宿条件跟酒店无法
相比，我很抱歉地对焦波老师说，

“我们条件有限，比较简陋，您多
担待！”没想到，焦波老师爽朗一
笑：“哪有那么多讲究，能吃饱能
睡觉，不耽误干活就行啦！”

焦波老师一行一到日喀则，
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无论是当晚
接风洗尘，还是翌日到食堂用早
餐、介绍山东援藏情况，他们随时
都在拍摄。

之后，我们到焦波住的房间
就拍摄计划进行深入沟通。按照
事先商定的方案，主要聚焦山东
援建的白朗蔬菜产业进行拍摄，
周期40天，最多不超过两个月，这
也是他们为什么将片名定为《雪
域高原那一抹绿》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该计划比较单一，不
能全面反映山东援藏工作，建议
将拍摄内容扩展到民生、产业、医
疗、教育、文化、智力援藏和交往、
交流、交融等各个方面。推翻原定
计划、重构拍摄计划，难度很大，
但既然焦波老师诚恳征求我的意
见，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想
到，焦波老师听后，思忖良久，竟
然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由他
去和投资方沟通协调。

接下来，我们又谈了很多很
多。长时间谈话，害得我气喘吁
吁，焦波老师虽然吸着氧气也不
轻快。

沟通结束，我起身离开，焦波

老师和覃猛坚持送我出门，在走
廊里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说：“大
兄弟，咱们这部片子成啦！”我扭
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他说：

“听你聊了这么多，我就知道这部
片子成了！我们心里有底了！”一
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这是
一个艺术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肯
定！

我的一个建议，带来的是整
个纪录片思路的变化。焦波老师
他们原先用心构思的计划被放
弃，要耗费更多的精力重新构思，
拍摄范围也从白朗县扩展到了山
东对口支援的相关部门和五个县
区，拍摄行程大大增加，拍摄周期
由原定40天到两个月延长至80
天。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时
间、精力的成倍增加，还有拍摄制
作成本的增加。后来和山东广播
电视局主管此事的李广昌处长交
流，才知道该项目立项资金只有
60万元。参照以往拍摄制作片子
的惯例，一般每集50万元左右，这
部片子最终剪辑到6集，资金差距
不是一般大，但因为无法追加预
算，超出部分只能由焦波老师自
己承担。

按照商业逻辑，焦波老师纯
属“赔本赚吆喝”，但他从未说过
一句抱怨的话，也从未提过一句
资金方面的要求。

这也是让我对焦波老师感到
歉疚的一面。如果不是我的建议，
他们不会在高原停留那么长时
间，对他的身体也许就不会造成
那么大的伤害；如果不是我的建
议，他们的拍摄制作成本就会降
低很多，实现盈余。

一个人宁肯往里搭钱也要拍
摄制作山东援藏纪录片，除了对
艺术的挚爱，对山东援藏干部人
才的深情，还有其他的解读吗？

他不是“傻”，而是“痴”啊！

白天拍摄、晚上制

作“连轴转”

5月12日，来自云南的知名摄
影师濮演老师飞抵日喀则，与焦
波、覃猛会合。

此前，焦波老师和覃猛各住
一个房间，濮演老师到来后，焦波
老师主动提出和覃猛住一个房
间，将另外一个房间让给濮演老
师居住。焦波老师的解释是，“和
覃猛住在一起，便于工作！”

团队聚齐后，很快进入了紧
张的拍摄工作。从他们身上，才明
白什么叫“对艺术的热爱与执
着”。

有时，为了拍摄援藏医疗队
治病救人的过程，他们深更半夜

甚至凌晨两三点跟着医疗队员一
起到医院出急诊。

为了拍摄文化援藏和医疗援
藏，他们三人强忍着剧烈的高原
反应，先后三次赶赴海拔4500米
的昂仁县，拍摄迥巴藏戏和获得
救治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为拍摄产业援藏，他们辗转
桑珠孜区、白朗县、南木林县等多
地。

雪域高原，山东援建的多个
项目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
间究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
因为我未能全程陪同，不得而知。

到了后期，他们开启白天拍
摄、晚上制作的工作模式，常常通
宵达旦工作，每每到他们住宿的
房间，看着始终处于开机状态的
机器和疲惫的眼神，我都感到十
分心疼。我总是劝焦波老师慢下
来，可他总说时间紧、任务重，得
往前赶。

不知不觉，焦波老师一行三
人在日喀则驻留了近三个月。原
本计划是我们为他们送行的，没
想到，拍来拍去，最后成了他们为
我们送行。7月26日，山东第九批
援藏干部人才离藏返鲁，他们一
路跟踪拍摄到日喀则和平机场，
直到我们乘坐的飞机消逝在镜头
中。我们撤离后，他们又拍了几天
新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的工作、生
活后才离开日喀则。

从5月1日启程赴藏到8月7日
返回内地，整个拍摄历程前后长
达100天，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
来自山东援藏一线的镜头，真实
记录了山东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扎根雪域、投身高原、脚踏天路、
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全面反映
了山东援藏干部人才“缺氧不缺
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
更高”的宝贵品质。

后来，我知道，拍摄团队结束
西藏拍摄后，先撤到云南休整，结
果在那里焦波老师昏倒了，好长
一段时间才缓过劲来。

后来，我知道，他们后期制作
又投入了大量精力，先后数次修
改，为了将藏语翻译得更准确，还
专门聘请了一名藏族同胞到山东
跟着一起工作。

去年十二月份，我正带领专
家组在德州参与新冠疫情防控。
一天深夜，焦波老师忽然给我打
来电话，听上去，他的声音很虚
弱，呼吸很困难，他断断续续地跟
我说自己难受得很厉害，想到济
南求医，希望我能提供帮助。我赶
紧联系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将他
收治入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焦
波老师的命是救了回来，但是听
他的声音，终究是元气大伤，大不
如前，没有底气，虚弱到了极点。

纪录片《雪域高原那一抹绿》拍摄背后———

焦波带团队在日喀则蹲守80天

焦波在拍摄过程中

焦波拍摄吴长远一家

与德吉央拉一家时留影

2022年4月中旬，
我所在的山东省第九
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
组接到山东广播电视
局发来的函件，提出
将以山东第九批援藏
干部人才为主体拍摄
一部纪录片，片名为

《 雪 域 高 原 那 一 抹
绿》。接到函件，我们
十分高兴，以援藏干
部为主体拍摄纪录
片，既是一份难得的
荣耀，更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作为干部中心管
理组宣传文体组组
长，我负责与拍摄团
队对接拍摄事宜。拍
摄团队是哪个？仔细
一看，竟然是著名摄
影师、纪录片导演焦
波团队。能够有这样
知名的团队来拍摄，
是我们山东援藏人的
缘分。想来，也许正应
了我常常说的那句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
年修得共枕眠，万年
修得上高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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