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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晚9点，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文化和旅游
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简历显示，李金早，1958 年 1
月生，湖北仙桃人，1976 年 2 月入
党，1978年12月参加工作，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经 济 学 博 士 研 究 生 。
1984年至1986年在财政部财科所
工作，1988年10月至1994年8月
在国家计委工作，1994年8月起历
任桂林市副市长（1994-1996年挂
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
书记、市长。2001年10月起任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年11月

兼任桂林市市委书记、市长，2003
年4月兼任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9 月任自治区政
府副主席，12 月兼任广西国际博
览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
年 1 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
委、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主席。2011年10月任商务部副部

长、党组成员。2014年10月，任国
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2018年3
月，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中共十六大、十七大、
十九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条件艰苦却样样都干

1958 年，天津无线电厂试制
出我国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北
京牌”黑白电视机，电视节目的播
出也被提上了日程。以往听广播，
老百姓对播音员都是只闻其声不
见其人，而电视不一样，不仅听得
见声音还看得见人，这对声音条件
和外形条件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一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
视台前身）筹备组建，招播音员。
已经在电台工作的沈力也去试
镜，“当时就是念两篇稿子，根本
没有‘镜头’的概念，更不知道电
视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紧张
感。”她后来回忆。

经过层层筛选，25 岁的沈力
成为了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在电视台初创近两年时间里，只
有沈力一名播音员，要播报新闻、
社教、文艺、体育节目，甚至天安
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
转播，样样都要干。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合适场
地，刚组建的电视台条件非常艰
苦。工作人员在当时广播大楼西
侧的四层楼上，把一间办公室改
装成演播室，三面挂了一圈带褶
皱的幕布，另一侧隔出了一间只
能容纳3人的导演室。没有录像
机，拍摄胶片又太昂贵，电视节目
只能随演随播——每期都是“现
场直播”，容不得半点差错。

艰苦的环境更激发了沈力的
工作热情。“兢兢业业，如履薄
冰”，沈力用这8个字形容自己的
工作状态。她几乎每天早上四点
醒来就开始背稿子，还专门准备
了三瓶墨水来整理稿件。黑墨水
抹掉不要的，蓝墨水描清楚添加
的部分，最后再用红墨水把需要
特别注意的地方勾出来。

那段时间，沈力一个人承担
了各类节目的播出任务，从每天
的值班报幕、节目中间衔接串联，
到最后的下期预告，与观众再见

“祝大家晚安”。沈力曾回忆说，
从早到晚神经时刻紧绷，上厕所
得一溜小跑，也无法按时吃饭，每
天最后一个节目结束后，才能稍
微松口气。

“观众的每一封信我都会看”

1983 年元旦，中国电视首个
专题栏目《为您服务》和观众见
面。之后多年的每个星期日晚
上，沈力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亲
切地同观众唠家常，介绍知识，解
答问题。从电视机怎么选择，到
喝茶的学问，衣食住行面面俱到。

“就好像在听一位知识广博
的老师介绍日常生活知识”“这节
目太有用了，讲的都是平常用得
到的东西”……15分钟的小栏目，
开办后 5 个月就收到 1.3 万封观
众来信，90%是寄给沈力的。同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共收到观众
来信7248封，其中寄给沈力的就
有3300多封。

“观众的每一封信我都会看，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观众互动这
个概念，不懂互动交流，但凭着主
观上的感觉，就觉得要对得起观
众，为观众服务。”她说，节目70%
的选题都来自观众来信。比如当
时流行集邮，有观众来信谈到，很
多人会随手把别人信封上的邮票
撕走。于是《为您服务》做了期集
邮的节目，告诉观众邮票该怎么
欣赏，集邮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不
能撕别人信封上的邮票。

对于《为您服务》这个节目
名，沈力一开始并不满意，“觉得
俗，不够高雅”。但真正做了节目
之后她才明白，简简单单的这四
个字蕴含着电视人对观众深厚的
感情。

“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老百
姓会记你一辈子。”上世纪 90 年
代，沈力有一次去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前身）讲课，一位
学生对她说，“我爸爸让我代表他

谢谢你，我们家有个闹钟坏了，找
厂家也不来给我们修，当时我们
给您写了一封信，后来他们就来
人给我们修了。”这么多年过去
了，观众还记得这事，让沈力深受
感动，也愈发明白责任之重——
镜头是观众的“眼睛”，只有情系
观众，才能更好地“为您服务”。

从“我播你看”到“我播你想看的”

“观众朋友，您好。”从上世纪
80年代的《为您服务》节目，到90
年代的《夕阳红》节目，沈力都是用
这样质朴而亲切的开头向观众问
候，成为几代中国人温暖的记忆。

沈力一直以真心真情面对观
众。有一次编辑给她的稿件中写
到，“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位观
众认出了我”，而沈力把这句话改
成：“有一天我走在路上，遇到了
一位观众”。一个小小的改动，可
以看到她的仔细与谦逊。

从“我播你看”到“我播你想
看的”，在几十年的荧屏生涯中，
沈力逐渐完成了定位转变，对观
众的感情也越发深厚。她在主持
节目时，把自己当作百姓中的一
员，尊重观众的意愿，以朋友的身
份和观众进行交流，尤其在对话
语气、口吻和语态上，时刻考虑到
观众的感受。

沈力曾用四句话浓缩了自己
电视生涯的真谛：“主持人应该用
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
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
人康辉说，我非常尊敬沈力老
师，在这个行业里做出辉煌的
成绩后，依然能保持从容平常
的心态，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到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综合新华社客户端、澎湃新
闻、《北京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等

年轻时的沈力。（图据央视）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李金早被查

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去世

她主持的《为您服务》《夕阳红》
是几代中国人温暖的记忆

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节目
主持人沈力因病于7月28日在北
京逝世，享年87岁。沈力被称作

“中国荧屏第一人”，曾主持《为您
服务》《夕阳红》等经典节目，是我
国老一辈电视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沈力生于1933年。25岁时，
她成为了第一位电视播音员；50岁
时担任首个电视专栏《为您服务》
的主持人；60岁时主持《夕阳红》，
被观众誉为“良师益友”。

10年前，记者在北京一次文
化活动中，经赵忠祥介绍认识了沈
力。沈力身患疾病，近年来一直保
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做顽
强斗争。

沈力去世后，多位文艺界人士
发文叹惋。

沈力（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