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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是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后的第一个小长假。根据上海大
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旅游）大数据监测，五

一期间本市旅游接待总人数 707 万人次，拉
动消费 95亿元人民币。到美术馆博物馆看展

览日益成为假期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市的美
术馆和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有序恢复开放，美

术馆五一期间累计接待观众 3.66万人次，同

比恢复 23%。博物馆五一期间累计接待观众
9.68万人次，同比恢复 18.8%。在最热门的上

海博物馆，观展的观众们秩序井然，基本没有
出现排队与扎堆现象。

预约人数满额
中华艺术宫底楼的咖啡座，观众相较往

年并无不同。但是馆内针对五一可能出现的

人流增大状况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增加
安检人员，保证防控措施的落实，检查随申

码，佩戴口罩，入口处还有消毒设施。除了以
抗疫为主题的“召唤”美术摄影展，还有“第十

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中国美术

奖作品展巡展·上海”，展示了包括本届中国
美术奖金、银、铜奖在内的 513件作品。“比 3

月刚刚恢复开放时热闹了不少。”中华艺术宫
相关负责人透露。

上海博物馆在假期期间预约人数全满，
在开幕不久的《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

房供石展》展厅，记者看到，观众之间自觉保
持着相当的间隔。

全市 200多家公共文化场所（非遗传习
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群艺馆、图书馆）组织

开展阅读活动 579场次，其中各类图书馆累
计接待 3万人次。

云端文化精彩
假日期间，在线文旅活动丰富。其中，全

市美术馆各类线上活动累计浏览量 43.3万人

次；全市各博物馆“云展览”累计浏览量超 58

万人次；云上市民文化节点击量累计 145.3万次。

五一买买买，怎能少了文创产品。引领文旅市场新模式，紧抓“云端”
新增长点，开启线上线下商旅文融合体验新模式，欢乐“云过节”。2020 年

云上“市民文化节”推出“享艺不停”“云游云购”“漫赏四季”等精彩内容，节
日期间，点击量达到 145.3万人次。更有“百家文创买起来”，上海博物馆、中

国航海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精选家居、旅程、文具等五大
类型 100 种特色文创旅游产品，通过“游文博景点、买文创精品”一站式服

务营造消费惊喜。

上海博物馆的天猫旗舰店里，根据新古典主义画家、美学理论家和教
育家安格尔的素描为灵感的洗发水和男用香水悄然上线，巴黎国立高等美

术学院里的普桑、弗拉贡纳尔、安格尔等等古典大师构成了“美的诞生”展
览，天猫店里的这些文创别出心裁。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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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 找老娘舅
上海启动“影视行业战疫法律援助月”

一直在场
□ 孙佳音

    在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所

开列的 4项共 20条服务菜单上，前
期的版权价值评估和开发指导赫然

在列， 尤其是特殊题材立项前期辅
导和“剧本医生”专业辅导两项，疫

情里被点单很多， 不少企业磨练内
功，拿来剧本申请剧本辅导，请专家

团队对项目进行评估。

但于志庆仍担心律师提供的帮
助可能不够全面：“我们不仅希望对大

家复工复产有最切实的帮助， 更希望
难关过去后， 上海的影视企业能在题

材类型、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

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 ”

“野心”不小。 这份“野心”值得

称赞。 疫情终会过去， 上海将朝着
“打造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的目标阔步迈进， 电影行业在经历
产业格局、 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的

调整后也将继续昂首向前， 投资不

会离场，人才不会离场，观众不会离
场。 “我们会一直

在场”。 于志庆说
他和团队的 “野

心” 不止于此，希
望能够通过逐步

累积和打造氛围，

最终将上海市影
视版权服务中心

改建成上海影视
版权交易中心，为

大家提供公平、公
正的线上服务和

交易平台，为上海
创建全球影视创

制中心而努力。

虽然停工纠纷不少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上海市

影视版权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一

个月后全市首家区级服务站在松
江挂牌，2020年 1月 20日中心与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携手，“上海市
影视版权纠纷调解中心”在巨鹿路

709号 101室正式“开张”，由 20

多家律师事务所、50多名专业律

师组成的“老娘舅”队伍正式上线。

“没想到，三天后春节档的电影纷

纷撤档，但事实上我似乎更忙了。”

2月 3日起正式复工，剧组拍摄

少了，但各种版权咨询和版权纠

纷反而多了。
泷水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想要对电视剧《大空港》剧本进行
权威分析和评估、对项目投融资进

行前期指导；上海和生布景制作有

限公司，申请厂房租约法务协助；
上海青南姐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就电影《梦回渔阳》，申请融资辅导

⋯⋯最多一天于志庆接待了 8个

咨询。

线上线下咨询不停
“有时候一个具体问题，‘一

对一’咨询需要花费很久，最长的

一次是6个小时。”采访这天在“版
权纠纷调解中心”当值的是上海

市律师协会基金业务研究委员会
副主任郝红颖律师，疫情期间除

了投融资指导，她还想办法促成

了好几笔交易，“有时候忙活好几
天，借贷到一百万，真不算多，但

对企业渡过危机有帮助，我就觉
得很值得。”

郝律师作为央视《法律讲堂》
的栏目主讲人，这次疫情还“屈

就”录起了小视频。据透露在中心
的公众号上原本就有连载“影视

版权讲堂”，“针对疫情，我们又通
过问卷等形式征集了一些新的问

题剪辑上线。”律师在线为大家答

疑解惑：“影视公司受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困难，可以裁员吗？”“因发

生新冠肺炎，政府采取防控措施
导致影视公司不能履行合同的，

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问题个个直
击行业痛点，解答题题切中要害。

沉入一线援助不断
据介绍，有些咨询很“复杂”，

哪怕 6个小时也没办法给企业完

全的解答。比如

成立不久的上海

基美影业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吕

克·贝松导演的
多部经典影片在

中国大陆地区的
独家版权，他们

轻松搜索到很多

未经授权提供视
频在线播放和资

源下载的网站，
包括微信小程序

和公众号等，都
极大地损害了该

公司对影片享有
的合法权益。但

实际维权过程中，大部分视频网
站没有经过合法登记，无法查询

到相关主体信息，甚至没有联系
方式，取证和诉讼较难。“基美影

业的困惑并不是个例，不少公司
希望我们的专业律师能去到企

业，切实指导他们如何有效完成

盗版的监测、取证和合法维权。”
影视行业“战疫”法律援助团已

经成立，5月“影视行业战疫法律
援助月”中，他们到第一线了解困

难，也提供帮助；收集问题，也给

出方案。

首席记者 孙佳音

■ 吕克·贝松导演的 《这个杀手
不太冷》《第五元素》《圣女贞德》

等经典影片被一些视频网站盗版
播放，版权方寻求法律援助

编剧被拖欠了尾款怎么办？投资方到期未能如
约打款要找谁？影视企业用工、裁员、薪酬如何更规
范？……影视企业在疫情之下，调整和自救，同时也遇
到新的困难。“疫情期间，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接
待了不少咨询。”中心负责人于志庆接受本报采访，5月
起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将展开“影视行业
战疫法律援助月”，“50名律师，就从巨鹿路 709 号出
发，兵分十路，深入切实地为我们的会员单位提供法律
援助公益服务，助力有序复工复产。”

手记记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