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
“上海原创”、做强“上海主场”、打造“上
海标识”，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这五年，上海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国际文化大都市是全球城市的特殊

形态，它主要体现于不仅具有全球城市
的普遍性特征，而且具有一般性全球城
市所不具有的文化软实力。对于上海来
说，就是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
过程中，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
高期待，让“人人”共享文化的美好。
五年前，家住奉贤的王先生绝对想不

到，不仅可以在家门口的博物馆看到“网

红”展览，还能在家门口的剧院看到舞剧
《朱鹮》等重量级的演出。这些年，美术馆、
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等不再是“市中
心”的专属。上海推出一批“家门口的好
去处”“演艺新空间”项目，打造高品质、高
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务“上海样本”。让诗
意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身边，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生活需要。
有“新”的惊喜，也有“老”的重生。

2020年9月，上海音乐厅经过一年半的
修缮重新对公众开放。今年疫情期间，
90多岁的上海音乐厅推出美视角慢直
播，从上海音乐厅二楼的西面阳台视角
对准上海的落日天空和夜晚景色，配以
上海音乐厅往年音乐会现场录音音频，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给疫情下居家的人们
以治愈慰藉。2018年以来，人民广场周

边1.5平方公里区域及外滩、创意码头、
世博滨江、新天地、复兴路形成“一中心、
五集群”的“演艺大世界”活力格局。
优秀艺术作品是城市一张张闪亮的

“文化名片”。在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
事方面，五年来，上海推出了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电影
《1921》、电视剧《功勋》等文艺精品，聚焦
时代命题和重大主题，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观照当下、直抵人心。
这些文艺作品通过驻场演出等创新

演出方式，让市民更有文化参与感、获得
感、幸福感。今年1月23日，《永不消逝
的电波》迎来了第400场演出。自去年7

月以来，《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朱鹮》在
美琪大戏院驻场演出总场次近百场，上
座率超八成。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过程
中，上海激活“源头”、做强“码头”，创造
了许多文化传播新样式。2020年9月
底，上海企业米哈游推出的《原神》以13

种语言版本登录全平台，如今已在多个
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斩获多个全球级
年度游戏奖项。今年春节期间，由米哈
游主办、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原神》交
响音乐会特别篇播出，在视频弹幕网站
哔哩哔哩（B站）峰值人气超过3380万，
位居B站直播排行榜第一。
去年9月，《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

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正式发
布。展望未来，上海正迈向更加开放包
容、更富创新活力、更显人文关怀、更具
时代魅力、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国际文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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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几天刚刚去过松江、宝山，电视

剧《人生 ·路遥》和《温暖的，甜蜜的》都已经

在全市复工后，第一时间恢复了拍摄。刚

给他们打过电话，这几天都进展很顺利。”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下称“机构”）负

责人于志庆昨天这样告诉记者，他的语气

里有一丝疲惫，但更有一份骄傲。这个春

天，他们的工作没有停——截至2022年6

月10日，机构今年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

协调服务10681件次，其中咨询类服务8916

件次，协调类服务1765件次，项目受理达标

率为100％，“遭遇疫情，我们的服务和保障

更不能停。我相信，上海建设全球影视创

制中心的努力不会停，上海建成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目标不会变。”

■ 电影《1921》作为开幕影片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上亮相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本
版
编
辑/

唐

戟

视
觉
设
计/

竹
建
英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负责人于志庆眼中的上海影视产业环境

行业 不停歇
新冠病毒，并不是第一次叫停影视创

作。“2020年，疫情就给行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于志庆回忆说，两年前疫情形

势最严峻的时候，协会依旧积极通过电话

慰问、实地走访等形式调研会员单位，送

去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了解他们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方面的需求，并积极向政府反馈，协助政

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今年我们还是这

样做的。”那一年，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旅

局的领导下，协会与上海市影视版权服

务中心配合、组织召开了影视企业金融

工作会议、影视版权工作会议、影视保险

工作会议等等，帮助会员单位解决资金

难、融资难等问题，“今年，我们同样希望

能下情上达，反映行业诉求，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

机构，正是上海影视行业努力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等不利影响奋楫笃

行的缩影和见证。比如，经过一年半的努

力，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市共有389

家影院，银幕数2483个，银幕数位列全球

城市第一，票房数位列全国城市第一。那

一年，上海全年出品电影87部，有45部影

片进入院线放映，累计票房约70.75亿元，

约占全国国产影片总票房的1/5，超过疫

情前2019年水平。其中，市委宣传部围绕

庆祝建党百年重要时间节点，超前规划、

提前布局，推出《1921》《大城大楼》《燃野

少年的天空》等一批主旋律精品。其中，

历时5年多，集聚全国优秀创作力量精心

打造的《1921》票房突破5亿元，取得了七

一档票房冠军的好成绩。

服务 很多元
机构成立八年来，一直被剧组和拍摄

单位誉为上海影视行业的“保姆服务”。

“很多人以为我们只是为《1921》《我和我

的家乡之最后一课》这样的电影保驾护

航，其实我们还要为《在一起》《繁花》

《两个人的上海》《阅读课》等一批现代

都市剧、年代剧做好联络协调工作。这

两年，越来越多的纪录片拍摄机构也慕

名而来。”

于志庆介绍说，不仅协拍服务没停

歇，同样挂牌在巨鹿路709号的上海市影

视版权服务中心同样从没有停下过服务

产业的脚步：“一方面，在线上我们通过抖

音、公众号发布培训课程，开展空中课堂，

2020年就发布了影视版权法律知识49

期，累计问答数近150个，影视知识讲堂

24期；另一方面，线下我们通过各专委会

开展各类实战培训，如编剧专委会专门组

织了‘影视编剧沙龙’，让老中青三代编剧

工作者一起脑力激荡，交流创作心得；后

期制作专员会专门组织‘影视后期制作管

理高级研修班’提升制作能力；版权专委

会专门组织了版权法律培训和授权知识

讲座等。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协会还

组织了青年影视优秀人才的培养计划，通

过常态化的培训机制，不断挖掘和培养青

年影视人才。”在于志庆看来，通过不断丰

富、优化服务菜单，上海影视行业的吸引

力正逐步提升。

机构还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在

优化了电影产业环境、推出了众多扶持政

策后，很多著名电影人都愿意把公司、工

作室注册到上海。即使没有什么太强的

税收优惠政策，名导们也愿意在上海拍

戏。除了上海本土走出来的徐峥，宁浩、

黄渤、管虎等知名电影人，都把上海当成

潜心创作的好地方。

另外，上海在去年推出了“上海青年

影人扶持计划”，加快优秀青年电影人才

引进和项目落地。去年的“上海出品”中，

文牧野、路阳、饶晓志、殷若昕、刘循子墨

等一批青年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刺杀小

说家》《扬名立万》《我的姐姐》《人潮汹涌》

《白蛇2：青蛇劫起》等优秀影片，均出自青

年导演之手。青年导演不断创新艺术手

段、拓宽题材类型，为上海电影未来带来

发展新空间。

拓展 取景地
还记得几个月前，因为一部《无名》，

让曾经藉藉无名的江阴街一夜走红，成为

热门打卡地。“经过六年多的工作实践，

我们发现不断开拓的取景地不仅体现上

海的历史人文情怀，也充分体现‘海派’

文化的历史传承，更多地体现了新时期

发展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这些取景地天

然具备了‘打卡地’属性，特别符合年轻人

的消费趋势。”

于志庆说，在继续做好“剧组保姆”，

展示影视产业“上海服务”高品质的同

时，机构正在积极探索服务的深度和广

度，“截至目前，我们推荐的取景地近

400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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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结合，可以为，并且大

有可为。”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