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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剧，上海的街道分成不

同阶段（环境）改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公园、小旅馆、夜市、饭

店、弄堂小吃店、上海邮电局，都可

以用车墩（上海影视乐园）的老街

改，不过车墩的石库门、胜强的法

租界也得一起帮忙（改景）才行。”

“大众晚报社门口，是不是能

用车墩的英式楼改一个外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菜市

场，松江这边的谷阳路菜场能改一

改拍吗？”

不久前，备受关注的40集电

视剧《人生 ·路遥》在上海开机。路

遥的《人生》曾两次被改编为影视

作品，分别是1984年电影版和

2014年剧版。1984年电影版《人

生》由吴天明导演，周里京和吴玉

芳主演，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以及最佳女主角奖。此次的剧版，

据备案剧情，增加了高加林到上海

以后的剧情，与之前的两版剧情截

然不同，而初步统计的56个上海

拍摄场景，又多又杂，让剧组很犯

难很着急。

开机前三天，上海市影视摄制

服务机构（下称“机构”）召集松江

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车墩镇政

府、永丰街道办事处、上海影视乐

园、胜强影视基地、长三角国际影

视中心和《人生 ·路遥》剧组在松江

就地召开碰头协调会。会上，需求

或零碎或具体，协调又周到又细

致。碰头会结束，现场甚至响起了

由衷的掌声，机构负责人于志庆摆

摆手说：“切实帮助剧组落实具

体的拍摄需求，保证电视剧

在上海的顺利拍摄，这

就是我们的日常

工作。”

好上海拍好 好上海拍好
景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以“景海服务”业支点撬起大产业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机构上下最近在为电影《星辰大海》勘景。

“他们申请了上海海关大楼、上海总商会、中国

科学院上海分院、外滩源壹号、上海基督教沐恩

堂的协拍需求。我们也在帮他们一起甄选，兴

国宾馆、科学会堂、瑞金宾馆、太原别墅、浦发银

行，都看看。待疫情平稳点，准备去崇明看看。”

机构办公室副主任詹晓妍坦言，经过七八年发

展，机构的服务得到的理解和支持渐渐多了，

“但也有一些单位，协调起来并不轻松。但我们

还是会想方设法，尽量帮忙沟通”。

3月至6月在上海取景拍摄的电影《阳光新

世界》（徐峥新片）需要对接散落在浦东新区、崇

明区、杨浦区等10多个区和洋山港等拍摄场

地。别看“洋山港”三个字简简单单，但具体到

沟通上，机构要按照剧情需要，为剧组申请

2002年的洋山港指挥部及船、2005年的洋山港

码头，冠东公司码头及塔吊、小洋山

观景平台等拍摄地，“涉及剧情内容为洋山

港招商引资谈判，还需要航拍，有一场戏演员需

要上到冠东公司码头的塔吊上。”

从《1921》到《无名》，从《我的前半生》到《繁

花》，从《山河岁月》到《信仰的感召》，每一部在

上海取景拍摄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背后都

可能藏着这样细致的协调和反复的沟通。

协拍日常，细致悉心

少讲不行，多想咋办
截至3月11日，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

和协调服务10547件次，其中咨询类服务8816

件次，协调类服务1731件次；接受咨询服务的

单位共6688家，其中上海单位4570家，外地单

位2118家；接受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732个，其

中上海剧组378个，外地剧组354个。比起浩繁

庞大的服务数量，更令人骄傲的数据是，“项目

受理达标率为100％”。

抛开数据，对全国的剧组来说，如今在上海

拍片的体验相当之好：只要登录数据平台，就可以

轻松浏览全上海按区划分的取景地，里面不仅有

地点和联系人，还能看到这个取景地的图文和视

频介绍；希望协调一些高难度的取景地，通过数据

平台向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线上提出申请，

迅速就能收到答复，并能得到免费高效的服务。

不过，2014年之前，剧组到上海拍摄，碰到

难协调的取景地，也只能一筹莫展。那一年，上

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全市九大部委共同出台促进

上海电影发展的政策，为建立和完善上海电影

摄制服务机制而在国内首次设立专门的服务机

构——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并随后每年

推出一版中英双语的《上海影视拍摄指南》，

2020年，这本指南升级为电子版，到去年，更是

打造出了上述数据平台。

历经多年的探索实践，上海在影视摄制服

务机制的建设和业务操作层面具备了规范化、

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水准，受到了拍摄剧组和单

位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上海影视产业的“老娘

舅”与“剧组保姆”。于志庆告诉记者，机构目前

在全市16个区设立了工作站，并形成一整套工

作流程：“对剧组来说，无需‘找人’‘托关系’，只

要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我们团队都会尽心尽责

去做好协调工作。很多人问我经验是什么，我

的回答都只有一个词：服务！”巨鹿路三楼小小

的办公室里，墙上层层叠叠挂满了锦旗，桌上也

层层叠叠堆满了亟须协调的工作单，但几乎每

一张工作台上，每一台电脑屏幕上贴着同样十

个字——“少讲不能办，多想如何办”。于志庆

说，这就是他们能服务好全国、全球剧组的原因。

景海经验，走向全国
精细高效系统化，是上海影视服务的“秘

笈”，但上海并不想把它变成“独家秘笈”。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潮下，2019年上海国

际电影节期间，经机构倡议，苏浙沪皖主要影视

基地联合发布了“长三角影视拍摄基地合作机

制”；2020年上影节，合作更进一步，机构与长

三角首批17家影视拍摄基地宣布成立“长三角

影视拍摄基地合作联盟”，并发布联盟成立共

识，还积极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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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长三角影视拍摄服务指南》编辑

完成。“上海向长三角的拍摄服务

经验输出，卓有成效，基本上

各地学习上海，已

完成取景地的分类”。

去年上影节，“推动国内影视摄制服务机制

建设发布会暨‘上海经验’推广会”作为电影市

场官方重磅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

行，全国近30个城市的影视主管部门负责人齐

聚上海“取经”。

一方面，中国影视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取

景专业化、精细化方面转型升级的需求，也越来

越强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构建一套规范化、

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影视摄制服务体系，为我国

的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成保驾护航，已成为行

业内一个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另一方面，吸

引剧组来取景，既能充分展示城市风貌、风土人

情，得到比旅游宣传片更好的城市宣传效果，又

能借此展示城市影视产业政策，吸引影视企

业落户、立项，上海在这方面领全

国之先，探索出了一整套成体系的服务模式，也

受到了兄弟省市相关影视产业管理部门的瞩

目。“让剧组在上海拍好，也把上海拍好。”于志

庆自豪道，这是服务的初衷，也是服务的目的，

“截至目前，我们推荐的取景地398家，上海的

文化影视、旅游观光、消费经济都可以因为‘取

景地‘串联在一起。八年前，上海找到摄

制服务这样一个小小的支点，八年

来，我们渐渐撬起了一个大大

的产业。”

首席记者

孙佳音

■ 景海晶耀前滩商场外景 ■ 街行老街

■ 行行FOG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