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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球员
在封闭“蓝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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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又传来好消
息，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与长
三角首批 17家影视拍摄基地共同
宣布成立“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
作联盟”，并发布联盟成立共识。

经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
倡议，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
间，各基地联合发布了“长三角影
视拍摄基地合作机制”（见上图，记
者 郭新洋 摄）， 由此形成紧密的
合作关系。 经过一年磨合，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对影视行业的影响，各
基地认为有必要深化合作，助力影
视行业的复工复产，推动中国影视
产业高质量发展。 昨天成立的“长
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将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强联盟成员
横向交流，完善行业自律，提升协
作能力，赋能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
的一体化联动。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昨
天发布了《中国影视基地发展现状
和展望》研究报告。 报告梳理了中
国目前发展至今建立的上千个影
视基地，指出目前中国影视基地存
在良莠不齐、亏损居多，盈利模式
单一、效益有待提高，盲目投资、同
质化突出，重心偏离、运营模式有
待优化等实质问题，在这样的发展
现状下，影视基地的行业联盟的出
现成为迫切的需要。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负
责人于志庆表示，联盟成立后将积
极打造五个“一”：构建“一套影视
拍摄服务体系”，出版“一本影视拍
摄服务指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
信息共享平台”，形成“一组影视拍
摄地评价机制”，组织“一批影视展
会集中呈现”。 他说：“联盟将积极
贯彻落实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的国家战略，努力推动长三角地区
影视拍摄服务的协同合作与联动
发展，帮助和促进影视工业产业升
级，希望能够实质性推动长三角地
区影视产业的共同繁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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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落下
帷幕。作为全球第一个重启的国际A类
电影节，也是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
阶段后我国举办的首个重大影视类国际
文化活动，2020年的上影节，无疑是特
别的———第一次尝试30%上座率，第一
次举办露天电影展映，第一次不评奖不
办典礼不走红毯……我们为全球的电影
行业和观众呈现了一个举办电影节的
“上海方案”，特别并且令人难忘。

三线并进
难忘之外，更想要说感谢。
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创新融合的思

路，尝试展映转型，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以影院展映、露天放映和线上放映

三线并进的方式，让市民分享中外电影文化
的成果。电影节开票日正逢全国影院恢复开

放首日，两件中国电影的大事交集在一个雨

后初晴的上午，碰撞出中国电影重新出发的
最强音。当天，影院展映电影票在两小时内几

近售罄，工作人员迅速寻找海内外片方争取
授权加场，80多个加场的电影票也被秒抢。

虽然本届电影节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每
场售票率 30%、每个影厅每天放映不超过 4

场，展映影院数量减少，但展映中外电影仍然
达到 322部，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

和中国首映有 232部，在 29家电影院共放映
1146场。不少市民发现，新开辟的露天放映板

块，让大家看电影似乎更加方便了。7月 25日
起，在上海新天地、松江地中海、大宁音乐广

场、环球港等 ７个商圈，电影节期间天天有露

天电影可看，有的还要延续到本月中下旬。从
7月 27日开始，浦东 36个社区的放映点也点

亮了银幕，一部部“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
员机构推荐的各国和地区影片，吸引观众进

入“仲夏电影之夜”，助热上海的夜间生活。

化危为机
感谢从北京、山西、海南，从天南海北赶

来上海的电影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以线下

线上方式进行的金爵电影论坛、电影学堂上，
国内外电影人吐露心声、提出建议、阐述观点、

交流创意，氛围热烈。旁听一场场论坛，可以真
切感受到，中国的电影人没有停留在遭受重大

挫折的回忆中。他们说：“疫情没有让我们停顿，

反而给了我们创作的准备、打磨和筹划时间”；

他们还说：“疫情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积淀和
练内功的机会”。他们表达的，是如何化危为机，
如何加强团结，如何战胜困难，如何承担推动

中国电影向好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主讲“电影学堂”的中外名家除了中国导

演贾樟柯，其他如美国编剧、制片人詹姆
士·沙姆斯，法国编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

斯，日本导演河濑直美与是枝裕和，菲律宾导

演拉夫·迪亚兹等通过社交视频平台与听众

线上交流。拉夫·迪亚兹在这段时间里，拍摄
了一部短片和一部长片，他对在线聆听的中

国同行说：“想抗击疫情吗？那就去拍电影
吧。”编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说：“今年

对于每个电影人来说，都是特别的一年，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举办，象征着希望。”

疫情倒逼电影节改变传统模式，从互联

网寻找创新突破的机遇。本届上影节取消了
评奖，但发布金爵奖、亚洲新人奖官方入选

片，是对一年来中外电影工作者创作成果的
肯定；我们看到，《风平浪静》《吉祥如意》《再

见奈良》等一批世界首映影片被送到上影节
参加展映，受到好评；“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成员用线上推送作品参映、设置云展台的方
式参与“一带一路”电影周；压缩了活动规模，

但电影节主要板块活动一个也没有少。

理解万岁
但最值得感谢的，其实是这座城市的市

民，是爱电影和爱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迷。

或许很多年后，我们都还会记得这样一
届，拼手速和运气抢到影票，进入影院时还须

测体温、出示健康码，观影时要全程戴好口罩
的上影节，也还会记得置放于影厅门口的备

用口罩、洗手液，以及被统一“收纳”的饮料和

食物。但几乎每一个来到影院的市民，哪怕是
从外地专程来观影的电影爱好者，都对防控

措施给予默契配合。
其实，这一届的翻译字幕都是手打的，尤

其 218名字幕操作员中有 60名是在官宣发
布一周内完成招募和培训的，差错和疏漏难

免，但 12345上海市民服务热线 9天来没有

接到过一例投诉；其实，9天来也发生过放映
故障，一边是马上安排全额退款及第二天免

费重映一场的影院，另一边是没有抱怨，对疫
情带来的办节困难充分理解的影迷。

我想，这一届“特别”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能够安全、成功地举办，最离不开影院一线工
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奉献，离不开影迷们的

配合与支持，离不开 27年来对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成长和发展，一路看顾、呵护的市民。

感谢你，每一个为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付出过的人。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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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平浪静》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