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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
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

紧抓好。”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

说。昨天，参会发言的中国文联副主
席、上海文联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一级演员奚美娟在接受本报专访时，

她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要求，是
鼓舞，更多的是信心。”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话筒，总书
记与现场发言的每位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领域代表都有互动，听得非常仔
细。”回忆起会场的热烈气氛，奚美娟

说：“现场聆听国家战略大局方针，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鼓

舞。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总书记说，要不断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文

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
动发展的作用。除了受鼓舞，我还觉

得，文艺工作者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奚美娟认为，越在发展的重要节点上，

越要重视文化艺术的特殊作用，“尤其
2020年，中国和世界都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文化能赋予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帮助我

们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
战。”

“新冠疫情对影视行业的确造成
了冲击和影响，上半年大家也曾经为

行业的前景担忧过，但现在随着电影

票房的逐渐回暖，随着各地影视基地的陆续复工，我们渐渐
重拾信心。”奚美娟告诉记者，除了参与时代报告剧《在一

起》的演出，她刚刚与李少红导演在福建完成了一部短剧的
拍摄，“整个行业的创作、编导、演出，正慢慢回到正轨。剩下

的，是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去做好。”
在会上，她建议国家要继续加大对电影电视创作的支

持。”奚美娟自豪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目前，我们银幕数

量全球第一、产量第二、票房第三。影视的繁荣，反映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爱好，也是影视业巨大社会功

能的证明。”她说，影视作品既能直面现实，又能连通古今，
是独特的艺术类别，“疫情让我们暂时无法出国，但我们能

通过影视作品了解他们在疫情中的生活和想法，同样的，我
们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奚美娟

建议把电影创作纳入国家文化战略部署，加大资金投入和
政策扶持力度，“使其越来越能代表国家水平，从更高的站

位来支持推动它的繁荣与发展，不断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

影响力。”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荧屏 “上海现象”

在改革开放 40?年之际，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浦东》
《外滩钟声》等，形成了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上海现象”。围绕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年，我们推出了电影《攀登者》、电视
剧《特赦 1959》《小欢喜》以及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一

批既有品质又受欢迎、有口皆碑的佳作。去年上海 5个门类
6部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排名全国第二，市委

宣传部获组织奖，创下最好成绩。

今年初，上海文艺战线率先发起“艺起前行”系列活动，
第一时间推出歌曲《勇气》、广播剧《金银潭 24小时》、纪录

片《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等优秀作品，点击量近 14亿。同
时，上海出品的电视剧《安家》《猎狐》《三十而已》等以“温暖

现实主义”积极回应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成为爆款。

演员孙俪昨天恰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两张照片，主题
是“时隔 18年的握手”。第一张图，是她与佟大为 2002年在

《玉观音》里握手，第二张图是他俩新近在《功勋》里再度握手。
当年，两人正青春，如今两人都为人父母。《功勋》由《于敏》《申

纪兰》《孙家栋》等 9个单元构成，他俩合作的是《孙家栋》这一
集。而《功勋》也正是入选 39部名单的重头戏之一。

目前，献礼建党百年的影片《1921》已开机，电视剧《密

档》剧本已完成，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功勋》《大国担当》
《在一起》则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剧目。其中，抗疫题材

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已确定 29日播出。歌剧《晨钟》和聚
焦扶贫题材的越剧现代戏《山海情深》也将在“艺起前

行———国内优秀原创戏剧舞台上海展演”期间与观众见面。
与此同时，“日出东方”青年美术创作项目已进入深化、打磨

阶段……

“红色经典”复排

龙华烈士陵园，不仅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纪念碑，也
是聚焦红色文化的创作素材库。仅围绕龙陵，就会有电视纪

录片、广播剧等多重艺术形式的再现。“红色文学”起点系列、
戏剧《前哨》《早春》等，将形成红色作品矩阵。明年 3月至 5

月，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集中推出 8部“红色经典”复排剧目，包
括《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展现传统经典红色剧目的

当代生命力和艺术高度，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氛围。

作家何建明曾说过，当代中国文学若想有一个新高潮式
的发展，就要把目光投向城市。聚焦城市发展的文艺作品，非

上海创作莫属。现实题材作品中，还有一批聚焦“五个中心”建
设、浦东开发开放主题的佳作。例如电影《大城大楼》、电视剧

《城中之城》、纪实文学《奋斗与梦想》等，展现了上海在提升城
市能级，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取得的新成就。电视剧《大

江大河 2》秉承匠心精神，预计年底能与观众见面。电视剧《小
舍得》继续传递温暖现实主义关怀。电视剧《战上海》改编自获

得“五个一工程”奖的同名图书，值得期待。
此外，《行进中的中国》作为中宣部重大外宣项目，与英

国 BBC合作，预计今年完成前 2集的创制，分别聚焦扶贫
题材和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也能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朱光

上海发布 39部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努力书写新时代文艺创作答卷

一、重点电影项目

1. 电影《1921》

2. 电影《大城大楼》

3. 电影《长空之王》

4. 电影《猎狐行动》

5. 电影《密档》

二、重点电视剧、纪录片项目

6.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7. 电视剧《功勋》

8. 电视剧《大国担当》

9. 电视剧《在一起》

10.电视剧《战上海》

11.电视剧《城中之城》

12.电视剧《大江大河 2》

13.电视剧《小舍得》

14.电视剧《落地生根》

15.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

16.纪录片《龙华》

17.纪录片《小康中国》

18.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

三、重点综艺节目

19.电视公益扶贫节目《我们在行动》（第五季）

20.《闪亮的名字》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特别节目

四、重点广播剧项目

21.广播剧《龙华颂》

五、重点戏剧舞台项目

22.歌剧《晨钟》

23.芭蕾舞剧《宝塔山下的秧歌》

24.京剧《龙潭英杰》

25.京剧《北平无战事》

26.昆剧《红色娘子军》

27.沪剧《一号机密》

28.沪剧《陈毅在上海》

29.音画诗《唱支山歌给党听》

30.交响组诗《百年颂》

31.交响乐《中国颂》

32.话剧《前哨》

33.沪剧《早春》

34.歌剧《康定“情”歌》

35.越剧《山海情深》

36.民乐现场《锦绣中华·共饮江河水》

六、重点文学项目

37.“红色起点”文学系列

38.《奋斗与梦想———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叙事（1978-2020）》

?、重点美术项目

39. 日出东方———上海市庆

祝建党百年青年美术创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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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民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试卷的出题
人，那么上海文艺界就是书写这一试卷的答题
人。在讴歌全面小康、献礼建党百年之际，全市重
点文艺创作推进会昨天召开，39 部紧扣主题的
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公布。

会上强调了“四个对标对表”，切实增强推进
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的紧迫感；聚焦重点发力，实
现在重点项目、上海特色现实题材、薄弱门类和
创作品质上的“四个突破”；狠抓责任落实、狠抓
全程保障、狠抓工作进度、狠抓宣传推广，依靠
“四个抓手”抓牢重点文艺创作的“牛鼻子”，
不负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的期待，不负上
海这座城市的厚爱。

■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

剧《晨钟》剧组在一大会
址献演

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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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