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臂篮球少年
张家城“火”了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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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最美守护者”———上海群

文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在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开幕，让我们看到疫情无情人

有爱、众志成城除病魔的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可贵的是，这些作品的创作

者多数都参加了基层组织的志愿者服
务，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本次展览共收到各区文化馆及

有关单位选送的作品 119幅，经过评
选，共评出 71幅获奖及入选作品，其

中获奖作品 20幅，入选作品 51幅，涵
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漆画、水彩粉画

及农民画、剪纸等非遗艺术门类。
在疫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80%

的群文工作者来到社区、高速路口、浦

东国际机场，变身“居委干部”“安检人

员”“大白”服务居民，和市民一道战“疫”。他们

用各自独特的视角，用画笔表达人们在至暗中
顽强抵抗、互助奉献的各个角落、各个瞬间，“小

满刚过，午后的阳光异常温暖。我的人物肖像，
也因这温暖而不褪色。”参展者薛春华说。

在一幅名为《乖乖》的油画中，一位小女
孩静静地趴在桌上，和桌上的一尊人像“对

视”着，手旁立着插有两枝花的花瓶，人与小

雕像之间的盘子里还放着吃了一半的食物
和勺子。作品细致而真实地描绘了作者女儿

在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据浦东艺术指导中
心美术干部李晴艳介绍，这幅作品是在疫情

最吃紧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居家“隔
离”，她根据真实生活情景创作的。

松江文化馆美术干部黄为来自农村，从
小种过菜、挖过菜。他敏锐地将目光投入保

障市民一日三餐的菜农身上，画出了《保

障》（见右图），让大家了解在疫情期间他
们维持日常供应背后的艰辛。

开幕式上，金山农民画院辅导员张
斌携儿子张瀞麟来到现场。疫情期间，金

山农民画院年轻的画家们都去做了志愿
者巡查公共旅馆，他自己因为年纪大留

守画院，有时也会去街道、居委帮帮忙。

张斌的儿子张瀞麟在静安区大宁明德校
区教美术，过年时，父子二人在家一起搞

创作，他们从剪纸开始，到金山农民画、

漆画，创作了不少作品。张斌 71岁的母
亲则创作了老年人在操场上锻炼身体农

民画，描绘老年人的后抗疫生活。这是一
个上海家庭通过民间艺术描绘的全民抗

疫。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项目下周三正式动工

上海影视热土 埋头筑巢引凤

    新冠疫情对于社

会生活， 对于经济发
展，尤其对于影视行业

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在
行业普遍低迷的情况

下，华策影视充满了勇
气和信心。 比如，他们

早已全面复工复产，尤

其是华策集团和上海
全资子公司克顿传媒

以抗击疫情、助力扶贫
以及明年建党 100 周

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开
展了项目的创作和拓
展，《长歌行》《亲爱的，

挚爱的》《有翡》 等一批精品影视剧项
目也复工开机；比如，长三角国际影视

中心项目于今年 2 月 21 日正式完成
了首期土地的摘牌， 当时正值一手抓

抗疫，一手抓复工复产的紧要关头，华
策的果决和坚定， 无疑给今年以来持

续低迷的影视文化行业注入了一针强

心剂；比如，为了更好地实现项目、企
业、人才的集聚，华策拟出资和募资 4

亿元，松江政府配套 1亿元，组成首期
规模 5亿元的长三角影视产业基金，

真金白银将全部用于投资优质的长三
角影视文创内容和产业型项目。

这是华策对企业自身发展， 对上
海科技影都建设，对上海打造“全球影

视创制中心”的信心。 我们相信，在企
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在不远的将

来，上海、松江、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

将集聚起越来越多的优质项目， 吸引

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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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群文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再现难忘时刻

一体化示范区集 新人才聚

一年半前，在首届长三
角文博会上，华策集团创始
总裁赵依芳提出要在上海
投资打造长三角国际影视
中心的设想；一年半后，作
为上海科技影都的重要组
成部分，整体建设规模约
260 亩，其中首期规模 77
亩的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
项目将于下周三正式动工。

令人欣喜的是，虽项目
尚未动工，目前已完成招商
签约企业约 20 家，战略签
约6家。在 6月 10日动工
仪式上还将战略签约 7
家。上海这方影视的热
土，企业想要来，项
目会要来，人
才也要来。

快马加鞭 目标远大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概念设想到规

划蓝图，再到实施落地，项目在市、区、街道、各

级主管部门高效的“店小二”服务的推动下，长
三角影视中心项目在今年 2月 21日正式完成

了首期土地的摘牌，下周又将迎来动工仪式，我
们期待满怀。项目招商负责人、上海策湾文化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郗岳介绍说，长三角

国际影视中心高科技影视棚区计划于 2021年
底前建成并投入试运营，2022年上半年首期整

体竣工投产，“项目二期、三期计划于今年年底
前落地，计划 2021年开工建设，2023年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吸
引影视剧、综艺、广告及其他数字制作

项目超过 300个，吸引影视工业化
全产业链企业超过 200 家，吸

纳就业过万人，每年培训符
合未来影视体系需求

的各类人才超过
2000人。“未来，

长三角 国

际影视

中心将是一个从制作服务到生活服务再到金融

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未来，这里将是一个充
分集聚全球顶级影视技术、企业、人才的全方位

综合性影视园区。”

进展喜人 未来可期
其实，这不仅是未来，也是“现在”。今年全

年计划完成招商签约企业至少 30家，目前洽

谈当中的包括获得奥斯卡提名摄影指导的高
科技特种拍摄服务公司、顶级虚拟动捕拍摄公

司、顶级后期制作公司。项目还将面向海外进
行国际招商，引入全球顶尖的影视科技和技术

人才，计划在 2021年底前至少引入一家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影视科技服务公司。
目前，已经完成超过 200部电影电视剧的

数字化制作，包括《影》（获中国台湾第 55届
金马奖最佳视效奖）、《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业内超级 IP和一线作
品的杭州时光坐标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也

已早早确定入驻。平台还成功引进了来自韩国
的映斯特公司，在当地这是一家具备电影、电

视、商业广告等多领域内容制作经验，及优质
制作体系和杰出作品的专业内容集团。未来，

从剪辑到特效，从调色到音频，映斯特都将以
海内外最顶尖的人才团队，开拓中国市场，也

助力上海电影。拥有超过 200家成员企业，成
员遍布国内各个省市，涵盖特效制作、后期

剪辑、声效制作、动画制作、VR、软硬件
设备、培训教育、产业园区等领域的

中国影视后期产业联盟未来也
将成为中心的一员。长三角

国际影视中心，不仅是影
视科技平台、产业集

聚平台，更是对外文

化交流平台和影视教育

实训平台。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多数创作者曾奋战在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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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