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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昨

晚，厦门闽南大戏院星光熠熠，第
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诗风海韵中盛
大开幕。晚会还传来喜讯：从今年

起，金鸡奖由之前的两年一评正式
改为每年评选一次。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电影界专业

性评选的最高奖，评奖委员会全部
由电影界各门类专家学者组成，所

以又被称作“专家奖”，它与以群众
评奖为主的百花奖并称为“中国电

影双奖”，自 1992年起合并办成“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而因时代需

要，2005年起，金鸡奖与百花奖隔

年轮流颁发，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

节颁发第 34届百花奖，今年则将评
选颁发第 32届金鸡奖。

近几年，伴随着中国电影飞速

发展、国产电影佳作频出的现实，
不少业内外人士都呼吁金鸡奖能改

为每年评选一次，让好电影不致被
“两年评一次”的时间差埋没，让更

多电影人获得被嘉奖的机会。他们

的心愿，昨晚实现了。金鸡奖的这一

重大变革，不仅将让更多好演员、更
多好电影得以进入这个专业奖的竞

技台，也将助力连续举办金鸡奖的
厦门发展成为一座新时代的电影

之城。
昨天下午，第 28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金鸡雕塑在海峡大剧院前

广场揭幕。它由著名雕塑家、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作品塑造了

金鸡昂扬向上、充满朝气的形象，寓
意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

雕塑高 6.91 米，重超 2 吨，坐落于
直径 1981毫米的底座上，象征中国

电影金鸡奖创始年份 1981年。
据了解，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报名工作从今年 5月 5日启动至

6月 30日截止，共计收到各片种报

名影片 277部，其中故事片 103部，

中小成本故事片 82部，儿童片 25

部，美术片 12部，科教片 7部，戏曲

片 20部，纪录片 28部。本届电影节

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创历史纪录。
陈道明、张艺谋、吴京、黄晓明、

周迅、周冬雨、姚晨、易烊千玺、刘昊

然、王俊凯等老中青电影人都将参与

盛会，在 11月 23日的金鸡奖颁奖典
礼上，《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后

来的我们》《红海行动》等国片佳作将
角逐“最佳影片”荣誉，最佳男女主角

奖则将从徐峥、段奕宏、王景春、富大

龙、涂们、杨太义和姚晨、马伊琍、咏
梅等实力派演员中选出。

长三角文化产业向高质量一体化持续迈进

    长三角文博会， 是展示交

流，是经贸合作，是版权对接，是
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

化。 一次成功的文博会，对老百
姓来说，除了看一看，逛一逛，买

一买，还有更多价值吗？

有。 如果说文博会现场更
着力展示推介长三角文化整体

形象， 那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真

正受益的其实是整个长三角文
化产业， 是所有的从业者和普

通百姓。 比如两个月前发布的

“长三角 PASS”旅游年卡（见下
图），以沪杭宁版来看，299元就

包含上海、杭州、南京 71 个景
点，可享上海 30 个景点（含金

茂大厦、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
馆等） 一年内各景点免费游玩

一次，杭州 21 个景点（含灵隐
飞来峰、虎跑公园、岳王庙、六
和塔）一年内各景点免费游玩四次，南京 20

个景点（含中华门城堡、台城、莫愁湖公园
等）一年内各景点不限次免费游玩，得到切

实优惠和最大方便的是上海、南京、杭州的
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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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电影节再出发

金鸡奖今年起每年一评

建设长三角文化产业共同体

跨域合作一年间
文化联盟知多少

去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首届长三角文博

会在上海成功举办，在这个政府推
动、产业互动、市场联动的大平台上，
一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以跨域合作、
专业整合的方式，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
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进。第二届长
三角文博会将于明天盛大启幕，长三角
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理念、新
模式和新成果，相信将吸引来
自长三角、全国、全球的

目光。

文旅融合 天地广阔
在首届长三角文博会举办期间，由上

海市虹口区、黄浦区、徐汇区，江苏省徐州

市，浙江省嘉兴市、台州市、衢州市，安徽省
六安市等共同发起的首个长三角红色文化

旅游区域联盟正式成立，串联起 8个地市

（区）重要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长三角红色
文化旅游线路也同时发布（见题图）；由上

海市闵行区，江苏省连云港市、常州市，浙
江省湖州市、丽水市、温州市等长三角 6个

重要城市携手创建的“长三角文旅产业联
盟”也宣告设立，上海大世界、常州嬉戏谷、

南浔古镇、雁荡山、古堰画乡等 33家机构、

企业和景区成为首批联盟成员。
今年 3月 19日，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公

共文化和旅游产品与服务采购大会成功举
办，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长三角区域化供

给模式逐步建立；5月 21日，《长三角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署，三省一市明确了 2019年共同推进长三
角地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的

25项重点任务；7月 26日，由浦东新区文
化艺术指导中心、马鞍山市文化馆等 18个

长三角地区文化馆共同发起的长三角城市
文化馆联盟正式成立；8月 16日，沪苏浙

皖“跟着考古去旅游”精品线路从上海松江

区广富林文化遗址“出发”，线路行程包含有
长三角三省一市重要的考古遗址（见右上

图）；9月 21日，在上海旅游节长三角文化旅
游集市开幕式上，“长三角 PASS”旅游年卡

正式发布，首批推出“沪杭宁版”、“沪杭版”
多款产品。游客可以按需购买年卡，畅游沪

宁杭 71个热门景点，方便实惠⋯⋯

扎扎实实 全面发展
“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力

求实现文艺资源共享、文艺平台共建、文艺

合作共赢，努力构建长三角“文化大码头”；
“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以协议的形式，推

进三省一市建设区域一体化文学推广平
台、文学创作平台、文学评论平台和文学教

育平台；《新时代长三角地区戏剧发展战略

合作备忘录》让沪苏浙皖在戏剧资源共享、
平台共建、合作共赢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

随着三省一市签下出版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长三角新闻出版（版权）局长联席会

议机制确立，“长三角新闻出版高峰论坛”
每年召开一次。今年 7月 25日，在“2019

中国印刷业创新大会”举办期间，三省一市
宣传部联合发布了《长三角区域印刷业一

体化发展升级指南》。
第一届文博会上，上海徐汇及南京、杭

州、宁波、绍兴、蚌埠等 6个长三角市、区正
式签约，建立长三角文化金融合作服务平

台，共同为长三角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
目的发展提供专业服务和支撑。今年，“影

视发展与文化金融”主题论坛于第二届文
博会期间召开，国内影视内容公司、制作公

司、投资公司，业内专家学者等将齐聚国家
会展中心，从影视创作、投融资担保、行业

政策等角度探讨如何以理性投资建构生

态，推进影视全产业链打造和影视工业体
系建构。

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由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牵头，来自长三

角地区的主要影视拍摄基地倡议建立“长
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内

影视拍摄服务的协同合作与联动发展；第

二天，致力于实现一市三省电影产业的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要素重组和优势互补的

“长三角电影发展论坛”成功首秀，当天成
立的上海高端影院技

术研发和培训基地，目

标使长三角区域电影
院的放映质量水平和

新技术普及应用方面
领先全国。11月 17日，

由三省一市电影局等
相关单位共同发起的

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

联盟正式成立，将在行
业政策的先行先试、长

三角地区主旋律优秀
电影联合发行放映和

重点电影推荐等方面
作出努力。

首席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