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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策划

电影业保障措施持续出台
修炼内功讲好“抗疫故事”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

首推10亿元“影院抗疫纾困基金”
下好加速战略布局调整“先手棋”

本报讯 上海电影集团 3 月

9 日正式宣布，推出全国首支

“影院抗疫纾困基金”，总额

达 10 亿元。这一金融助产的

行动，被业内视为上影加速战

略布局调整的“先手棋”。

长三角是中国影视全产

业链的主要承载区域之一，

也 是 中 国 电 影 消 费 的 大票

仓——目前长三角地区影院

约有 2500 家，占全国影院数

的 23% 左右，占全国票房的

26%左右。上影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健儿用“应有的

担当”来形容抗疫纾困基金支

持的范围覆盖整个长三角影

院的原因，“作为长三角的影

视龙头企业，率先凝聚行业力

量，闯出抱团突围的路径，是

上影应有的担当。”

此前，以长三角一体化为

背景，上影已经启动了各项影

视协同合作行动。此次抗疫

纾困基金覆盖整个长三角，上

影集团首期出资 6000 万元、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出资 8000 万元、上海精文投

资有限公司首期出资 6000 万

元，共同投资设立上影资产管

理（上 海）有 限 公 司（暂 定

名），从资金联结着手，通过

增资、参股、并购等形式为长

三角区域内的影投、影管公司

注入运营及发展资金。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赵丽）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

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

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

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

磨难中奋起。新年伊始，一

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往日的祥和与宁静，

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以最快

速 度 集 结 ，共 筑 战“ 疫 ”防

线。截至目前已经取得阶段

性重大成果，进入决胜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

有爱不惧风来急，风雨过

后是晴天。不论是来势汹汹

的洪水、滚滚燃烧的火灾，还

是肆意横行的疾病、瘟疫，亦

或是山崩地裂的地震、泥石

流，都没有击垮团结奋战的中

国人。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

载体，承担着记录时代、讴歌

时代的职责与使命，在每一次

灾难过后，都用镜头记录、展

现着战胜灾难过程中的动人

故事。

电影产业化以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电

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电影工

业化水平的不断进步，诞生了

诸如《逃出生天》、《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烈火英

雄》、《紧急救援》等一大批救

援题材和灾难类型的优秀影

片，《攀登者》、《中国机长》、

《流浪地球》、《战狼 2》等也借

助救援、灾难等类型元素讲好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为推动电

影创作由“高原”向“高峰”增

光添彩。

（详见第10-11版）

本报讯 2019 年 ,上海影视

战线紧紧围绕加快全球影视

创制中心建设这项重点任务，

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推进力

度，以创作生产为引领，促进

影视产业升级、加快影视人才

培养、推动优质企业落户，促

进上海影视的影响力、竞争

力、吸引力显著提升。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上

海 全 市 共 有 影 视 制 作 机 构

2800 家，上海影视各项指标位

居全国前列。电影方面，立项

备案电影 156 部，约占全国总

数的 7.7%，共有 30 部上海出

品的影片进入院线上映，总票

房 42.81 亿元，占国产影片票

房的 11.45% ，其中亭东影业

《飞驰人生》17.17 亿元、上影

集团《攀登者》10.84 亿元。上

海全市影院票房 35.86 亿元，

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6.44%，共

有 影 院 396 家 ，银 幕 数 2440
个，上海的城市票房、影院数

量和银幕数继续位列全国城

市第一位。

2019 年，《我不是药神》、

《地久天长》等上海出品影片

取得包括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等

在内的重要奖项。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攀

登者》在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都获得广泛赞誉。

2020 年，上海影视将继续

聚焦创作源头建设，做好影视

创作规划。紧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 党 100 周 年 等 重

大 时 间 节 点 ，聚 焦 中 国 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加

强布局规划和项目储备，推

出《 上 海 1921》、《 一 号 密

档》、《摇响世界的拨浪鼓》、

《中 国 扶 贫 人》、《乡 村 医

生》、《逃 离 美 利 坚》、《深

潜》、《宋庆龄》、《三千孤儿》、

《天之眼》等一批具有时代特

征、中国特色、上海特质的主

旋律精品力作。

（详见第2版）

聚焦救援题材和灾难类型电影创作：

借助类型化工业化手段
观照普通人情感和命运

擦亮“上海电影”文化品牌
加快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

本报讯 3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乘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

湖北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

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

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

和患者群众、社区居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组织

召开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在党中央统

一领导和及时部署下，各党政军群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紧急行动、全力奋

战，防控工作得以有力开展，有效地

遏制了疫情的快速蔓延。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积极推进，各行各业开始有序复工复

产，各省市也相继推出了相关支持措

施，保障电影市场正常运转、支持电

影业健康发展。

湖南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近日

在长沙召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电影业健康发展座谈会，对推动

湖南省电影业健康发展，繁荣电影市

场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定信心，共克

时艰，随时做好复工经营的准备；要

加大影院和院线改革力度，加强优

质、现代化的新影院建设，推动影院

向专业化、精品化迈进；要深挖潜力，

开拓增量，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营造浓郁的电影文化氛围。

四川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就切

实纾解电影企业经营困难，保障电影

市场正常运转、支持电影业健康发展

提出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加大影院

补贴力度、优化专资管理使用、严格

专款拨付使用、强化重点影片保障、

支持影片发行上映等。

安徽省发布了促进全省电影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包括延期收缴

和减免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优先

落实 2019年度奖励放映国产影片成

绩突出影院和乡镇影院建设补助资

金、对受疫情影响暂停营业的影院在

复业后给予适当补贴等。

为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具体

要求，积极支持影院复业，浙江省提

出“三遵循、五措施、六要求”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影院复业要遵循属

地管理原则、疫情联防联控原则、“统

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

理”原则。

从 2003年非典到今年的新冠肺

炎，两次全国性疫情之间，电影行业

经历了十多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疫

情期间，电影人也对今后行业的发展

进行了深入思考。

近日，“后疫情时代，院线电影宣

发新思考”的线上座谈会举行，与会

嘉宾表示，中国电影行业目前正处在

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疫情的出现会

加速这个过程。电影市场的恢复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影院作为服务

型行业，应该开始考虑分析疫情结束

后的消费者心理。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张宏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浪潮中，电影行业需要重新思

考生存模式，院线电影如何与互联网

良性互动，电影后产品如何进一步开

发，更是电影未来发展新的生长

空间。

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新丽电影

总裁李宁表示，电影从业者应转变思

路，放弃平庸的、不符合市场需求和

脱离观众的电影项目，疫情结束后科

学合理恢复生产，保证新电影的顺利

制作。

目前，已有不少电影创作者都在

筹备抗击疫情题材的作品。导演安

澜表示，英雄就在当代、英雄就在我

们身边，作品要聚焦人物，把英雄心

中的大爱展示给所有观众。

导演路阳谈到，在疫情期间观察

生活、收集素材、自我沉淀也是创作

者的“内功修炼”，希望能够在此类影

片中呈现一些思考和启示。

导演田羽生从疫情新闻、抗疫人

物中汲取创作灵感，积极搜寻创作素

材、寻找能够进行类型化创作的抗疫

故事。目前，田羽生已经初步构思了

五个疫情相关的故事，有望在疫情结

束后进一步推进。

（详见第2-11版、第16版）

成都金沙院线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