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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我国农村地区之所以能够

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主要得益于国家所制定的脱贫攻坚战略，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是农村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

支持。《山里山外》是关于脱贫攻坚战略的一部纪录片，其中不仅有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具体过程，同时含有民族精神元素。

因此，本文将对脱贫攻坚纪录片《山里山外》中的民族精神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的意见，旨在对《山里

山外》进行更加详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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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略是党和国家站在广大农村群众利益基础

上，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地区生活质量、

逐步缩小城下差距而制定的伟大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解决困

扰我国农村地区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开启乡村振

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山里山外》是一部关于脱

贫攻坚战略实施的纪录片，以贵州省丹寨县作为背景，不仅

展现出了脱贫攻坚战略实施对当地农村群众带来的深刻影

响，同时将民族精神展现地淋漓尽致。

1 《山里山外》脱贫攻坚纪录片简要介绍

50 多岁的韦大姐从没有走出过大山，直到遇见东北姑娘

王月瑶，生活本来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扶贫项目结缘。

贵州省丹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扶贫政策下，政府号召山

民搬出大山，去城镇就业，韦大姐准备利用自己的蜡染手艺

开一家小店，实现梦想的同时，赢回自己的亲情。而为了梦

想南下千里的王月瑶，则要克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

自己的公益梦想落地。两个人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却

一起面对着相同的现实困难。

丹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十六个县市其中

之一，距离州府凯里只有 40公里，距离省会贵阳也仅有 110

公里。但连绵不绝的大山阻隔了它与世界的联系。这里美丽

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并没有给当地的百姓带来富

足，丹寨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一直没能摘掉。丹寨县排调镇

的陈玉付老人今年 71岁，五十多年的时间，他和一家老小

一直守着大山坳里的独家村。那里距离最近的集镇直线距离

不到三公里，但往返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让陈玉付一家的

生活满是心酸，交通困难和环境的闭塞成了家里所有人心头

的大山。脱贫攻坚纪录片《山里山外》每集 30分钟，以纪

实性的手法，从代表性的搬迁事例、典型的搬迁贫困户故事

入手，折射出贵州整个易地扶贫搬迁的战略部署、创新经验

及实效成就。

2 脱贫攻坚纪录片《山里山外》的民族精神解读

《山里山外》作为一部纪实性的脱贫攻坚战略纪录片，

记录了丹寨在党中央和国家的领导下，逐步摘掉贫困县“帽

子”，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全过程。

观看《山里山外》的过沉重，不仅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大力发

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群众生活水平的战略决心，同时可以

看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

2.1《山里山外》中的家国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家国精神是深深植根

于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的精神意蕴，家国精神在中华民族发

展历程中逐渐形成，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家国精神都

能够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鼓舞着中华民族为了保卫国家、保

卫家乡而奋斗。家国民族精神主要包括爱国精神和家乡精

神，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汇聚着中华民族

的情感寄托，在不同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体现，但是始

终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1]。在《山里山外》纪录片中，

东北姑娘王月瑶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地投入

到丹寨乡村建设中，为了国家发展而投身于脱贫攻坚战略

中，无不体现着其爱国主义精神，能够展现出当代年轻人强

烈的爱国情怀，为了国家奋斗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精神。

在家乡精神中，丹寨县的居民世代没有走出过大山，一方面

是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丹寨群众对于家乡厚

土的无限热爱，无数丹寨县的群众将生命奉献给家乡建设，

韦大姐在城镇创业成功后也始终关心着丹寨家乡群众的生

活，始终不忘为家乡作出贡献。《山里山外》脱贫攻坚纪录

片中，许多情节都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家国精神，家国精

神是脱贫攻坚战略能够实施的重要精神内核，鼓舞着贫困县

的村民们不懈奋斗，同时也鼓舞有志青年投身于振兴乡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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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建设中，是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

2.2《山里山外》中的拼搏精神

勤劳勇敢的拼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意

蕴之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是由无数中华儿女拼

搏奋斗的历程，中华儿女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精

神是中华民族能够取得今日如此之成就的前进动力，中华民

族始终依靠自身的双手不断奋勇向前，大庆油田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中，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的

拼搏精神[2]。在《山里山外》纪录片中，丹寨的居民世代生

活在困苦条件下，但是丹寨居民始终没有放弃生活，依然保

持着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为丹寨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韦大姐来到陌生的城镇环境中，依靠着自己的蜡染

手艺开了一家小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将丹寨的工艺带到

城市中，其蜡染作品受到城镇群众的喜爱，从而创造经济价

值；东北姑娘王月瑶来到处于深山的丹寨县，需要克服理想

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对全新的困境，王月瑶从未想过退缩，

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我丹寨县发展而作出贡献，在面对艰难

困苦的环境时，王月瑶展现出了强大的拼搏精神，克服一项

又一项艰难的现实条件，以顽强的拼搏精神使自身的公益梦

想开花落地，为丹寨县的环境建设以及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山里山外》纪录片中将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深刻展现，使人在观看该纪录片时能够感同身受，受到感动

和鼓舞，是《山里山外》的精神内核，拼搏精神是脱贫攻坚

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需的民族精神，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基础，

具有鼓舞人心的坚实力量。

2.3《山里山外》中的团结精神

团结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和前进的重要动力，使得

中华儿女们在面对困难时始终能够保持团结，共同应对和抵

御困难。在新时代下，团结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团结精

神是民族歌剧创作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在面对一次又一次

的灾难时，始终保持团结一心、攻克难关的崇高精神[3]。在

《山里山外》纪录片中，丹寨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贵

州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率先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全县群众上下一心攻克难关，将团结精神深刻展现。在面对

艰难困苦的条件时，丹寨县全体居民始终能够保持团结精

神，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以团结精神推动丹寨县经

济发展。“团结就是力量”在纪录片《山里山外》中有着深刻

体现，团结的力量能够使人受到鼓舞，正是因为每一位丹寨

群众都具有团结意识，才能够实现丹寨县脱贫攻坚的伟大壮

举。在丹寨县全县人民的团结努力下，2019年 4 月 24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丹寨县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 年丹

寨县荣获全国夏季休闲百佳县市，生产总值超过 410000 万

元，同比上年增长 4.7%，丹寨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里山外》

所记录的脱贫攻坚历程，将丹寨县群众所具有的团结精神全

面展现。

2.4《山里山外》中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是我

们党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没有全部按照

历史经验开展工作，而是结合贫困县的实际情况，对脱贫攻

坚战略的具体实施进行全面创新，这也是脱贫攻坚战略能够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山里山外》纪录片

中，因为丹寨县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但是受到自然条件

的限制，当地的农业产值较低，整体经济效益较差，所以为

了促进丹寨县经济发展，创新地制定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发展，形成了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以及生物医药三大主导

产业结构模式，并鼓励当地居民走出大山自主创业，通过创

新的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使得当地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脱贫

攻坚战略在丹寨县的成功实施经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新

精神，创新精神是引领和支撑中华民族发展与前进的重要动

力，在《山里山外》纪录片中有着全面的体现。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全面阐述了脱贫攻坚纪录片《山里山外》

的主要剧情，并对其所含有的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全面分析，

从家国精神、拼搏精神、团结精神以及创新精神四个方面进

行研究，希望能够对乡村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帮助作

用，发挥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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