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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昨天，中

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电影放映场所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第三版）》（下文

简称《指南》）。《指南》在“观众进出管理”
一项中明确提出电影放映场所原则上每

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75%，并要求合理安排
场次，减少放映场次，延长场间休息时间

等。这也意味着影院复工后的上座率上限

进一步被提高。
7月 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在

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低风险地区可于 7月 20日有序恢复开

放营业，且上座率不得超过 30%。8月中
旬，部分地区影院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

前提下，可以将上座率限制提升至 50%。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第三版）》发布后，引发了电影行业尤其
是院线、影院终端的热议。大家表示，《防控

指南（第三版）》的发布，说明我国疫情防控
的形势越来越好，进一步提振了电影行业

的信心。2020年国庆档，《我和我的家乡》
《一点就到家》《夺冠》等影片即将上映，业

界认为《防控指南（第三版）》的发布，将会
为国庆档影片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

一步促进电影市场的复苏。
大家同时表示，将坚决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继续积极配合疫情防控部门工作，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持续规范售票、观众

入场、体温检测、环境消杀等环节，保证电

影市场有序运营。“将影院上座率调高到
75%，对片方和影院来说都是一个利好，我

们的影院也会继续严格遵守防控要求，为
观众提供安全的观影场所。”上海联和院线
总经理沈玥说，“上座率的调高对目前仍未

复工、处于观望阶段的影院来说也是一种
信心的提振，相信这一信息会促进一批影

院在国庆档期复工复产、重回市场。”她欣
喜地表示，结合整个市场情况看，上座率调

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让我们对今年国

庆档的票房有了更多期待”。

电
影
市
场
复
苏
再
传
利
好

影
院
上
座
率
上
限
升
至

75%

    “艺起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正在沪上举行，两个多月
时间内，来自北京、江苏、广东、广西、四川、陕西、上海等地的 14台优秀
剧目将集结申城。明晚，随着常州滑稽剧团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
题》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各地优秀原创剧目也将逐一亮相。上海市民“足
不出沪”就能感受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最新文艺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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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前行”原创作品亮点多

“艺起前行”上海展演安排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9.17-9.18 上海大剧院

民族音乐现场《锦绣中华·共饮江河水》 9.23 上海大剧院

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 9.26-9.27 保利上海城市剧院

川剧《草鞋县令》 9.29-9.30 上戏实验剧院

彩调剧《新刘三姐》 10.5-10.6 上海大剧院

越剧现代戏《山海情深》 10.17-10.18 美琪大戏院

杂技剧《战上海》 10.21 -10.22 美琪大戏院

歌舞剧《扶贫路上》 10.24-25 上海大剧院

现代昆剧《眷江城》 10.24-10.25 上戏实验剧院

原创话剧《朝天宫下》 10.29-10.30 上音歌剧院

大型原创话剧《深海》 10.31-11.1 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话剧《长安第二碗》 11.3-11.4 上音歌剧院
歌剧《晨钟》 11.28-11.29 上海大剧院

亮点一 抒写英雄楷模
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代表时代精

神的人。他们践行初心和使命，诠释“心中有

信仰，脚下有力量”。壮族姑娘黄文秀，就是有
着生命光辉的人。

歌舞剧《扶贫路上》聚焦“扶贫攻坚”主
题，以“感动中国 2019年度人物”———北师大

硕士毕业的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的事迹为主
线，传递脱贫攻坚路上党员干部勇于担当、永

不懈怠的精神。作品集聚印青、田沁鑫、宋小

明、雷佳等业内顶级创作团队。
为了创作《扶贫路上》，导演田沁鑫带领

剧组主创多次走进广西百色地区采风，与农
民、扶贫干部们面对面谈心，跟着各村第一书

记走访、调研、搜集素材。可就在剧本定稿的
时候，2019年 6月 17日凌晨，时年 30岁的广

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遭遇
山洪不幸遇难。噩耗传来，田沁鑫带领部分主

创成员第一时间奔赴广西凌云县，在黄文秀
的遇难地点实地考察。“戏剧舞台需要这样的

正能量。”田沁鑫表示。
此外，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原创现代

昆剧《眷江城》以一位医生的故事串起社会战
“疫”群像，致敬每一个“平凡英雄”。作品创作

于疫情防控期间，九支曲牌、九组画面，用昆
曲中高亢悲壮的北曲，描绘了奋战在武汉战

疫一线的那些可敬可爱的人们。

亮点二 汲取传统养分
在此次展演的作品中，不少都是从优秀

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养分，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既保留传统文化的魅
力，又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

彩调剧是广西的特有剧种，是一种能够
酣畅淋漓表现生活的欢乐戏剧，一曲山歌、一

段欢舞、一块手帕、一把花扇，就能把老百姓

的幸福写满脸颊。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推
出的彩调剧《新刘三姐》，对家喻户晓的“刘

三姐故事”大胆创新，保留彩调韵味的同时
融入现代流行元素。音乐上突出不同音乐形

态的有机融合，舞台呈现引入最新的 3D?
影技术，努力营造更加写意、更加诗化的戏剧

氛围。
总导演宫晓东表示：“《新刘三姐》不仅希

望讲述广西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
新时代故事，更希望让每一个人聆听到内

心的呼唤，把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土地、我
们的民族最美好的记忆化成今天的动力，

伴着刘三姐的歌声，奔向远方。”
此外，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川剧

《草鞋县令》，根据真实历史人物创作，清嘉
庆年间什邡县令纪大奎心系

百姓、勇于担当、睿智清廉的
故事，给予今天的观众新的

启迪。

亮点三 记录这个时代
展演的多部作品聚焦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生动再现从中国

共产党建党到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历程。
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原型的话

剧《深海》，生动描摹出科学家的拳拳爱国心。
讲述了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带领我国核

潜艇研发团队，呕心沥血打造国之重器，为核

潜艇研发事业默默奉献的动人故事。
这部富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加入了英歌

舞等广东地方特色元素。剧中的舞美设计和
灯光设计，融合了电影手段，营造出一种开阔

宏大的场景效果，借助多层次的光影变化，突
出戏剧悬念，反映人物的内心变化。

除此之外，西安话剧院的话剧《长安第二
碗》以一家老店的经历讲述改革开放故事，江

苏大剧院带来的话剧《朝天宫下》取材于抗日
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也都记录了

时代的发展。北京京剧院推出的新编现代京
剧《李大钊》、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晨钟》两

部作品，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探寻真理不
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也是“四史”学

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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