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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为进一

步推动《关于促进本市影院行业平

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落

地，稳步推进上海电影市场复苏，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

市电影局、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承

办的“上海观影惠民季”将于1月

12日启动。活动期间，市民登录建

行生活App“上海观影惠民季”专

区购票，可获得每张票立减20元

的购票补贴。

为吸引观众重归影院，此次活

动秉持“政府补贴、企业配套、影院

让利”的原则，从上海文化发展基

金会电影发展扶持资金中安排

1000万元专项资金，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配套出资1000万元，共计

2000万元投入电影优惠票补贴活

动。活动覆盖全市330家影院，预

计最多可惠及100万人次。同时，

依托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

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市电影局号召全市影院在活动期

间进行票价让利，最终市民在部分

影院的部分场次可以最低20元的

价格看电影。

2023年春节档期间，《无名》

《满江红》《交换人生》《流浪地球2》

《深海》《中国乒乓》《熊出没 ·伴我

“熊芯”》等国产优秀影片将悉数上

映。为了给市民观众创造一个作品

丰富、安全放心的观影环境，在做好

“上海观影惠民季”的同时，市电影

局将指导全市影院科学精准做好防

疫工作，认真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继续落实好电影院环境

消杀、通风换气、员工防护等措施，

提醒观众做好个人防护，从严抓好

安全生产，确保上海电影市场度过

一个安全、繁荣的春节档。

为帮助影院行业克服疫情影

响，去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电影局出台了《关于促进本

市影院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八项纾困政

策，多措并举助力影院积极复业。

去年下半年以来，先后发放疫情停

业补贴、复工复市补贴、中央级国家

电影专项资金以及电影消费补贴、

上海市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切实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此外，积极帮助

影院解决房屋租金、稳岗补助、防疫

支出等，切实缓解影院经营困难，助

力影院落实稳岗稳就业，提振行业

信心，迅速有力的举措切实稳住了

上海电影市场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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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来了，每张票立减20元
“上海观影惠民季”周四启动

这些年来，上海一直在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加强数字化网络

化展示，拓展展示空间，切实提升

革命文物展览传播效果和社会影

响力。

上个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带

着“一大屏”“一大本”亮相深圳文

博会的“科技秀场”。其中，“一大

屏”借助元宇宙技术，整合了从中

共一大开始至今的党史重大事

件，硬件上借助定制的智慧教育

大屏，完美实现了各种所需功能，

操作丝滑流畅。“一大本”则是去

年7月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创

意童书，是一本可沉浸式阅读的

好看、好玩的红色文化启蒙读本。

位于虹口区的中共四大纪念

馆聚焦“Z世代”年轻一代新需

求，以国旗广场改造为契机，开发

红色主题小程序，利用AR、元宇

宙等新的展陈技术，打造了“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连廊”“虹色足

迹 ·年轮大道”等室外革命旧址陈

列，让红色故事的传播方式从静

态、单一向动态、多元转变。值得

一提的是，中共四大纪念馆用计

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

“助盲帽”，为视障人士参观者提

供便利。

科技还在文化保护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比如在预防性保护

方面，上海宋庆龄故居采用微纳

米石灰材料，使得宋庆龄汉白玉

雕像重现华光；在迁移保护方面，

又新印刷所旧址和中共上海区委

早期党校旧址，采取先平移后保护

修缮的方式，解决保护与更新的矛

盾；在联动保护方面，南京东路步

行街能级提升工程对“五卅”运动

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进行铭牌

更新和信息补充……

革命文物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

为了让革命故事在新时代走进年轻人

的心，上海一直在鼓励革命场馆依托革

命文物运用沉浸式体验、场景化演绎等

线下实践体验活动，创新革命故事讲述

方式，使革命文物成为激发爱国热情、

凝聚奋进力量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龙华烈士纪念馆编排了无剧场话

剧《那年桃花》，该剧改编自革命烈士罗

亦农的生平事迹。作为全国首个无剧

场话剧，通过主创团队的精心编排，四

幕剧巧妙地游走于纪念地的游览路线

上，观众们跟随剧情走过的地方，就是

当年革命烈士的牺牲地。本剧所有的

演职人员都是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的

工作人员，他们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

间，以写剧本为起点，打磨出一部完整

动人的话剧作品。剧中李云芝的饰演

者汪莹说：“每每到剧末谢幕李云芝和

罗忠阳和着音乐遥相呼应之时，我仿佛

看到罗忠阳和李云芝跨越时空的再次

相逢，好像用他们的伟大和坚韧告诉后

人，要永远保持信仰，努力奋斗！”

四行仓库将5楼改造成“特别红剧

场”，推出沉浸式原创戏剧《秘密》；中共

一大纪念馆原创实景沉浸式戏剧《思南

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深度

融合戏剧表演、剧本杀和沉浸式互动体

验等多种艺术手段；静安区文物史料馆

下属场馆推出《神秘的三曾里》等沉浸式

党课，采用密室逃脱、答题闯关、弄堂游

戏等多种互动形式，吸引年轻人参与。

《报告》显示，上海的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中，建筑类型涵盖里弄住宅、传统

民居、联排住宅、花园别墅、公寓大楼、

公共建筑等，呈现出革命活动的广泛

性、深入性。如今，在上海城市有机更

新和精细化城市治理的进程中，革命文

物已经被纳入区域城市规划之中，与街

区绿地、步行街道、小区广场等活力公

共空间相结合。

比如，融于公共绿地的仓桥烈士纪

念塔，位于居民区内的十九路军抗日临

时军部遗址，与社区“邻聚荟”结合的

“路易 ·艾黎微展厅”，以及紧邻居民区

住宅楼新建展馆兼顾社区共建的上海

总工会遗址……很多市民表示：“能带

着孩子在家门口看到这些革命文物，让

小朋友时刻记得英雄就在身边，这对他

们的成长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同时，上海在革命文物分布相对集

中的区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共享联

动。黄浦区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串

联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

编辑部）、又新印刷所等，推出“红色一

平方公里”行走路线，打造初心之旅。

虹口区则串联鲁迅墓、鲁迅故居、内山书

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等，

形成红色文化主题线路“鲁迅小道”，通

过寻访鲁迅足迹、品读鲁迅作品、纪念鲁

迅先生、弘扬鲁迅文化，让鲁迅精神在

当代更生动、更立体、更鲜活……让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与革命文物交融互动，

既发挥公共空间的文体休闲等功能，也

增强了广大市民对革命文物的认知和

对革命历史的共情。 本报记者 吴翔

昨天，上海发布了国内
首部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白皮
书——《上海市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报告（2018—
2022年）》。上海拥有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共有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250处，国有馆藏
可移动革命文物 8.1 万件/
套；同时，上海还利用AR、元
宇宙等新的展陈技术，采用
密室逃脱、答题闯关、弄堂游
戏等多种互动形式，把革命
文物的故事演绎得生动有趣，
拉近了我们与身边那一道道
红色风景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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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道”示意图■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外景

■ 位于南昌路100弄内的《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 记者 孙中钦 摄

层基层新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