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影集团首期出资

6000万元、上海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首期出资 8000万

元、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
首期出资 6000万元，共同投

资设立上影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暂定名）。通过增

资、参股、并购等形式为长三

角区域内的影投、影管公司

注入运营及发展资金。
作为“影院行业纾困基

金”的率先尝试，上影资管
将作为产业发展的稳定器，

积极应对疫情对行业产生
的不利影响，激发金融助产

活力。

    昨天的这场发布会，无疑是特别的。

测量体温、登记资料、隔座而坐，台
上台下戴着口罩。 整场发布会为了尽可

能地减少病毒传染和感染的风险， 不仅
在空间上做足功课， 流程和时间上也尽

可能地压缩， 从主持人宣布开始到合影
结束，不足 15分钟。尤其，发布会举办地

点， 银星皇冠假日酒店一墙之隔的上海

影城，仍然大门紧闭，没有复工的迹象。

这是全国电影院因为疫情停业以

来， 上海电影行业的第一场由企业召开
的大型发布会。 薄冰起舞，向阳而生。 作

为中国最具规模和实力的现代电影集团
之一，上影集团牵头成立“纾困基金”，是

对中国电影产业长期向好趋势的信心；

也是希望陪伴中国影院行业共克时艰，

共渡难关的温情； 更是作为行业内领军
企业的一份勇气和胆识。

其实，这场发布会的特别之处，不在
于我们戴着口罩，隔排坐开，而是当有一

天我们拿掉口罩，重新走进影院，将会以
如何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春天。

孙佳音

手记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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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疫情的关系，让

大家宅在家里追剧成了
“刚需”，原本清淡的春节

档荧幕，迎来了普涨的局
面，在《新世界》《下一站幸

福》《安家》热播剧带动下，
2 月份共有 7 部电视剧收

视率破 2%。到了 3月，《安

家》还没下线，已经定档的

电视剧加上暂定 3月份开
播但还没有确定日期的电

视剧超过 15 部，平台巨
制、爆款续作、金牌班底应

有尽有，孙俪、靳东、王凯、
周迅、张译、蒋欣、江疏影

⋯⋯真正神仙打架，竞争

“剧”激烈。
目前一路领跑的是孙

俪，她主演的《安家》就不
再赘述了，反正目前环顾

四周，她是一枝独秀。但
是，在第二集团中，陈瑶算

是比较突出的，她主演的
《无心法师 3》已经开播，前

两季的热播给第三部奠定
了良好的口碑，刚开播两

天网上评分就高达 7.2。有
些遗憾的是，也有不少观

众认为，这部剧到了第三
部剧情有些疲软，落入了

俗套，配音出戏加上制作
不再精美。尽管如此，还是

让人不忍放下。

3月的各路剧中，有谁

能对孙俪构成威胁的，当数周迅。3

月 19日，她主演的《不完美的她》即

将登陆腾讯视频，除了周迅之外，这
部剧里还有惠英红和黄觉，也都是

在电影节屡屡拿奖的响当当人物，
当然这部剧里赵雅芝的现身也让观

众翘首以待。能引来这么多高手加

盟该剧，因为这部作品的剧本非常
扎实，翻拍自日剧《母亲》，以独立女

性为视角，共同演绎一段

温暖治愈、感动人心的女
性“自我救赎”故事。近日，

该剧关于“女性成长”话题
讨论已突破 1.3 万阅读

量。还有一位“娘娘”也将
于 3月 20日抵达“战场”，

当年红极一时的“华妃娘

娘”蒋欣将出演《如果岁月
可回头》。几位“娘娘”正面

交锋，可谓精彩！
说到这部《如果岁月

可回头》，就不得不提这部
剧的男主角靳东。因为 3

月荧幕在男主角方面，竞

争一样惨烈，当年的“兄
弟”靳东和王凯各自为战。

靳东的这部作品将接棒《安
家》，从《欢乐颂》《我的前半

生》到近期的《精英律师》，
靳东的“精英人设”深入人

心，也引发了部分观众的审

美疲劳。所幸在这部《如果
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选择

告别“精英”，演绎一个中
年失婚的普通大叔。

和靳东别苗头的是他
曾经的兄弟王凯，他穿上

古装来了一出《孤城闭》。
这部正午阳光出品的作品

开拍就被认为是 2020 年
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正

午阳光通过《琅琊榜》《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积累了古装剧创作的良好口碑。王

凯借《大江大河》转型成功，《孤城
闭》可谓是为他首次独挑大梁度身

定做，从定妆照看，气质扮相与宋仁
宗颇为贴切。这些年，明、清古装剧

已经审美疲劳，观众格外期待一部
作品呈现符合现代人想象中的宋朝

气象。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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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租金加码高、人员工

资不能少、设备租赁成本高、
复工备案待确认⋯⋯1 月 24

日迄今，全国范围内影院停止
营业已足足 47天，不少影院

已不堪重负。一方面，新冠肺
炎的暴发、蔓延给整个电影行

业带来了全方位冲击，作为人

流密集型场所的影院所承受
的压力是最大的，复工条件相

当严格；另一方面，影院作为
电影产业的终端环节，其复苏

进程又是推动疫情后电影行
业甚至文化产业整体产能恢

复的关键所在。

破题之后
聚焦发力长三角

2月 14日，上海市委宣
传部率先发布《全力支持服务

本市文化企业疫情防控平稳
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简称“20 条”），释放出利好
信号。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

市国资委相关领导表示，“针

对停业至今的电影院，我们
将多方位帮助影院解决困

难，树立信心。”在政策利好
的支持下，10亿元“影院抗疫

纾困基金”首批 2亿元资金已
经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将
重点聚焦整个长三角地区有

纾困需求的影院。长三角地区
拥有丰厚的影视文化资源，是

中国影视全产业链的主要承
载区域之一，也是影视项目

“走出去”最多的区域之一。作
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长

三角还是中国电影消费的大
票仓———目前长三角地区影

院约有 2500家，占全国影院
数的 23%左右，占全国票房

的 26%左右。自长三角一体
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影视

协同合作成为热门议题。上影
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健儿

用“应有的担当”来形容抗疫

纾困基金支持的范围覆盖整
个长三角影院的原因，“作为

长三角的影视龙头企业，率先
凝聚行业力量，闯出抱团突围

的路径，是上影应有的担当。”

从自救起步
落子产业升级
帮助同行度过阶段性现

金流动困难，是上影推出“影

院抗疫纾困基金”的初衷，但
这只是一个开始。王健儿坦

言，抗疫纾困基金虽是应时
而生，却是上影战略性布局

的必然一步：“上影正进入新

一轮战略布局和品牌塑造阶
段，剑指未来，区域发行中

心、首映首发品牌、生活社交
经济都是上影新的发展目

标。这些目标，也是上影在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中作出

的努力。”
中国电影产业此前狂飙

突进，在 2016年起渐渐进入
结构性调整———包括市场、技

术、政策等多个方面调整。此
次疫情，更是按下了“暂停

键”。不过，这也很可能同时按
下了产业调整的“快进键”。在

这样的关键时刻大胆出手，能
否成为上影集团这个上海老

牌文化企业在发展道路上的

“关键一手”？会否帮助上影提
升区域市场占有率和影响

力，加固上影在长三角乃至
全国电影终端市场中心企

业、枢纽企业、平台企业的地
位？又可否通过推进影院终

端产业的优化整合，提升上海

电影在全国电影市场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

这一系列问题，相信上影
人将努力作答。今天，让我们

先向这个在市场的恐惧中出
手的先行者致敬。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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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纾困基金正式成立，并

且首期 2 亿元扶持款已落
实到账，引起了业内的高度

关注。部分先期得到消息的
长三角影院经营者表示，除

了资金在现金流上的支持
之外，更希望通过合作，全

方位共享上影在政策、管

理、营销方面的支持。
上海联和院线总经理

沈玥今天上午接受了晚报
的专访。

她说，昨天这个信息发
布之后，大小影院尤其是正

处于困境中的中小规模的
电影院，大多表达了期待和

欢迎的心情，“市场的反响
是非常积极和热烈的。”

她说，作为产业链上的
终端，只有影院健康、良性

地发展，整个产业才可能顺
利运转和成长。“我们院线公司是产业

链上和影院相扣最紧密的一环，影院的
平稳有序，是院线发展、壮大的保障。”

她说，目前联和院线在三省一市的
加盟影院数为 334家，抗疫纾困基金的

快速启动，能够促进院线从加盟型院线
向资产联结型院线转变，实现渠道延伸

的运营新形态，扩大目前的规模优势，
“这和国家政策对于院线制改革提出的

要求也是相符的。”首席记者 孙佳音

化暂停键
为快进键

从终端市场入手，是破题
之道。 昨天下午，上海电影集
团、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共同
成立全国首只 10亿元 “影院
抗疫纾困基金”， 为缓解实际
资金压力， 稳定行业信心，有
效拉动产业复苏祭出实招。

影院抗疫纾困基金

相关链接

    上海 10亿元成立全国首只
“影院抗疫纾困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