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中国电影报 2024.03.06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

创新法治文艺精品生产机制
推出更多优秀法治题材电影作品

■文/ 本报记者 赵丽

去年，在电影市场红红火火、电

影产业迅速恢复中，也出现了部分

电影舆论方面的问题。如影片点映

阶段受到恶意评论及打低分情况；

针对某位主创人员的主观恶意评

价，并进行大范围“引战”，使得影片

引发争议；影片上映期间出现“幽灵

场”“买票房”的传言……对于一部

电影来说，有批评是正常的，但如果

是背离了客观讨论、公允评价，只是

一味的“唇枪舌战”，那对于电影本

身及其创作者都会产生不可磨灭的

伤害。

作为一位电影导演，霍建起委

员注意到，在互联网与电影深度发

展融合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外，“互

联网蕴含的巨大流量、多元价值，也

给电影的舆论环境带来不小挑战。”

因互联网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等

原因，网络上出现的电影舆论失序

问题呈现出多种形态。霍建起委员

举例，“有些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

不惜断章取义、不择手段抵毁影片，

用标新立异博取观众、靠蛊惑人心

带偏节奏，对创作和影片的票房都

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些‘饭圈’之

间，故意挑起粉丝矛盾，互撕骂战，

刷屏霸榜，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拉

低了互联网的文明素质。”

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相关部

门一直高度重视网络舆论阵地。如

2021年 9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

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

知》，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

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突出问题部

署综合治理工作。2023 年，中央网

信办开展“清朗·2023 年春节网络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及时处置借

春节档电影挑起互撕对立、诱导明

星粉丝刷票冲量等问题。今年，中

央网信办继续对就“春节档影视作

品、明星网红等话题，挑起互撕谩

骂、刷分控评行为，煽动对立情绪”

进行重点整治。

在相关部门开展舆论整治的同

时，霍建起委员认为，网络平台作为

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协助治理影响

电影市场的网络乱象也要积极负担

起其主体责任。应及时在其平台上

出现的恶意扰乱市场失序的电影舆

情采取干预限制措施，持续净化电

影舆论环境。

正如今年春节档《第二十条》

所传递的“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

理念，霍建起委员认为观众以及从

业者都需要“加强法制观念，抵制

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引导网民，

特别是年轻人增强法制观念，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不得任意对他人

造谣诽谤、侵害权益。二是电影行

业也要以法律为武器维护影片和

主创人员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强

行业自律，奉行公平竞争，杜绝雇

佣水军，打压同行，恶意炒作等不

光彩的行为。”

不论是专业影评人字字珠玑的

影评文章，还是电影影迷简短但却

有生活气息的评论，霍建起委员呼

吁要“加强培养善意的舆论平台，营

造健康的评论氛围”。作为一名电

影创作者，他深知电影与观众如鱼

水相依，真诚、专业的评论与批评才

能与电影创作相互砥砺。为此，他

建议，在电影评论家和学者的良性

评论下，提升观众鉴赏能力；发挥主

流媒体的带头作用，让专业评论与

大众评论相互交流、交融；电影创作

者也应放下包袱，直面批评，坚守文

化自信和艺术自信，创作出更多更

好受观众欢迎的精品力作。

郭建华，是连任四届的全国人

大代表、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还是

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从青丝到白

发，她已在这个岗位坚守了五十

年。《放映路上》《电影儿女》等影片

的故事原型都是她。

今年是郭建华代表第 17 次带

着家乡的花生参加全国两会，她带

来的是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刚培育出

来的花生新品种，“它们将和我的建

议一起被带上两会。”

17 年以来，郭建华代表积极履

行代表职责，围绕丰富农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加强基层普法宣传、做

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方面建言献

策，提出了许多高质量建议。

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基层普法

员，郭建华既是检察工作的“观察

者”，也是“参与者”和“记录者”，及

时与检察官们交流对新政策、新法

规的理解和感悟也是郭建华代表十

分热衷的事情。

今年春节上映的《第二十条》以

其深刻的社会议题和出色的叙事方

式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让法律话题

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郭建华代表

认为，《第二十条》不仅探寻着法治

题材的通俗化表达，还探讨了法律

与道德、正义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

系，从而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

共鸣，给人带来了希望。

今年，郭建华代表带来了《关于

创新法治文艺精品生产机制的建

议》，提出要紧盯社会热点、围绕敏

感话题、抒解民生困惑，多做凝心聚

力、打气鼓劲的工作，多创作出像电

影《第二十条》这样的优秀作品。

“群众获得感”

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作为一名从事电影事业五十年

的基层一线工作者，《第二十条》这

部电影也使郭建华代表陷入了深刻

的思考。

她认为，《第二十条》通过引人

入胜的故事，展现了法律在社会中

的重要性。它强调了法律的公正

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对维护社会

秩序和保护公民权益的重要作

用。通过电影的呈现，可以引发人

们对于公平正义和法治建设的思

考和讨论，这对于加强人民群众的

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

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作为检察

工作的观察者、参与者、记录者，在

郭建华代表心中，评价案件办理质

效有很多个维度，“群众获得感”是

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感受公平正义的主体是人民

群众，只有坚持为民初心，才能以

人民满意为出发点、落脚点。在具

体案件中，检察官应杜绝机械办

案、就案办案，综合考虑天理、国

法、人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郭建华代

表说，电影通过展示普通人在法律

面前的困境和挣扎，引发了观众对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深入思考，这也

提醒检察机关，要在依法履行监督

职能中促进执法司法公正，引领社

会公正，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法律面

前得到公平对待。

检察机关办的不是案子，而是

别人的人生。检察机关应继续坚持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实为人

民司法，是新时代新征程法律监督

工作面临新形势作出的必然选择。

在郭建华代表看来，检察工作不是

冷冰冰的逻辑推断，更是对人民群

众深厚情感的回应。法律的温度就

应当体现在日常办理的每一起普通

案件、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上。在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只有设身处地

地换位思考，才能让人民群众体会

到最大的司法善意。

“检察官看到的不应只是卷宗

里冷冰冰的名字，更应该去关注卷

宗背后一个个真实的、鲜活的、有血

有肉的人。”郭建华代表建议，检察

机关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把准群众诉求，落实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机制，积极推进司法救

助、诉源治理等工作，以各种模式使

检察工作更加贴近群众，及时响应

和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提高司法

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创作更多反映法治工作、

法治生活的优秀电影作品

问起她的履职建议，郭建华代

表说，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同样也

是一名基层普法员，去年全国两会

期间，在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她

提出加强法治题材影视剧创作、弘

扬英模精神的建议。最高检专门组

织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并将有关情

况对她作出具体汇报。

郭建华代表说，电影《第二十条》

一方面塑造了检察业务精湛、法治信

仰坚定的检察官形象，生动展现新时

代新征程检察机关政治底色、履职特

征;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创新普法形

式，将法律知识通俗化、法律意识全

民化、法治法理鲜活化，提高了人民

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

的认同度、法治实践的参与度。希望

检察机关多传递司法温度和人文关

怀，让正义之火生生不息。

她说，我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五

十年了，看过的电影不计其数，像这

样把电影艺术与普法工作紧紧结合

在一起能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作品还

是不多见的，《第二十条》很成功，可

以说是电影普法的重要里程碑，开

启了影视作品普法的新征程。

对此，郭建华代表建议，要探索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入优势文化

资源，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

入基层一线，参与法治题材艺术采

风实践，引导创作更多反映法治工

作、法治生活的优秀文学艺术作

品。要注重开发已经向社会公布的

典型案例，进入影视剧创作环节，用

影视作品向广大群众以案释法，发

挥二次传播或多轮传播的效应。要

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成效较

为突出，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未检工

作可圈可点之处较多，应加大这方

面题材的影视化，充分发挥影视作

品的普法作用。

她希望电影人紧盯社会热点、围

绕敏感话题、抒解民生困惑，多做凝

心聚力、打气鼓劲的工作，多创作出

像电影《第二十条》这样的优秀作品。

■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霍建起委员：

电影需要健康的舆论环境

▶傅若清委员：

防范打击虚假影视投资诈骗

虚假影视投资诈骗利用大众对电影的喜爱与关注，以影

视投资为名行骗，不仅造成大量群众受害，并且导致影视行

业被污名化，社会危害性巨大。《流浪地球2》《长津湖之水门

桥》及今年春节档的《热辣滚烫》等众多影片出品方都曾发布

声明，提示存在不法分子冒充片方进行非法融资，中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影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委员认

为，“这种违法行为对中国电影就是一种败坏”，因此他提出

了《关于防范打击虚假影视投资诈骗的提案》。

傅若清委员建议，一是建立统一的电影出品信息查询平

台，让公众可以通过查询公开信息进行甄别，使冒名者无处

遁形；二是通过联网治理，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内容进

行梳理标记并关联反诈提示，最大限度挤压涉诈虚假宣传的

生存空间；三是加强反诈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识骗防骗

意识。

▶王平久委员：

推动中国电影事业打开新局面

“早在2017年，我就告诉我的团队，短视频和直播是未

来电影宣发重要的窗口。”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王平

久委员说。对于科技发展给电影带来的变革，他有着自己的

敏锐度，今年他带来的两份有关电影的提案也根植于科技发

展，分别是《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对中国电影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的提案》和《关于建立中国电影大数据体系的提案》。

去年，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其带来的技术变革将为中国

电影带来机遇与挑战，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路

径。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

认识，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

力；二是建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人工智能在电影

工业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建议加强对人工智能影像

人才的培养，为中国电影储备新锐力量。

同时他还介绍，今年电影频道将有“大动作”，预计于今

年推出健全科学专业的电影评价体系，科学反映中国电影传

播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建立健全中国电影评价体系提供

依据。

▶冯远征委员：

深入生活，提出有效、落地的提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委员表示，听取《2024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感触很深，不仅对去年一年工作

的总结很令人振奋，而且对今年工作部署有着明确的方向。

他认为“委员如何履职、如何做好提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有效、落地的提案非常重要”，而这正需要委员们走深走实。

同样，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带来的提案，正是关于如何进一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力讲

好中国故事。

▶王瑞委员：

让中国电影像中餐厅一样“出海”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在2035年建

成电影强国的发展目标，《规划》中明确提出，电影作为重要

的“国家名片”，将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对于如何让更多的中

国电影“走出去”，王瑞委员表示，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需要

多条途径齐头并进。

目前，中国电影积极在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上露面，

这对于推广中国电影来说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除此之外，

他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有其他方式走向世界。

“中国电影应该模仿中餐厅开在国外的方式，针对全球

华人聚集区建立中国院线，让在海外的华人看到祖国的电

影。”王瑞委员表示，要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让更多的外

国人通过中国电影了解中国。

▶蒋胜男委员：

加强对编剧署名权的保护

“很多时候热门的影视剧，你不知道编剧是谁，只知道导

演和演员。”今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蒋胜男为编剧

发声。

面对“影视剧大热导演、演员被观众称赞，影视剧太差编

剧挨骂的情况”，蒋胜男委员认为，新时代要出新作品，原创

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力量，保护原创，尊重编剧。

她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对

于作者的署名应显著、应足以表明作者身份等具体要求；引

导加强行业自律，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影视制作机构、播出

平台等的引导和监督；加大侵权惩处力度，完善监督惩处机

制，对于多次故意侵权的公司及权益人采取罚款、警示、禁业

等相关措施，切实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张凯丽委员：

深化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

断向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整整十年，作为一名文艺

工作者，我一直关注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文化发展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凯丽说。

今年张凯丽委员带来的提案是建议深化京津冀文化协

同发展。她提出了四项建议：举办京津冀文化节、将北京现

有三个文化带进行延伸、设立京津冀文化发展基金、将与京

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相关主题论坛进行整合。她表示，京津冀

的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类似，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

习”，积极促进区域文化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李佳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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