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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9日，科学技术部、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重庆市科学技

术局等单位承办，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国家

民委共同发展司等 10部委相关司局支持的

“科技列车渝东南行”活动在重庆市石柱县

玉音广场启动 。活动以“热爱科学 崇尚科

学”为主题，以“科技服务撑产业，科普宣传

惠民生”为主线，帮助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技

术，用知识托起乡村振兴。科技部人才与科

普司司长刘育新、重庆市政府凌凡副秘书

长、重庆市科技局明炬局长、石柱县张华书

记共同启动“科技列车渝东南行”活动，刘育

新、凌凡向各部委科技服务小分队授旗。

中宣部电影局市场处副处长侯霄和中

影新农村发行、放映公司负责人杨洪涛、周

杰带领中影新农村发行、放映公司院线部崔

磊等一行 6人组成的电影科技小分队奔赴渝

东南。9月 19日，参加完“科技列车渝东南

行”活动启动仪式后，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电

影处相关负责人、市惠民院线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陪同下，电影科技小分队前往石柱县参

观刚刚搭建完成的“中影影视思政大课堂

重庆惠民院线示范点”。中影新农村数字电

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向示范点赠送了数字

电影播放器 2台，放映员工作服 400件。电

影科技小分队还调研了石柱县农村中小学

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放映情况。

9月 20日上午，电影科技小分队在市委

宣传部电影处相关负责人和武隆县宣传部

领导陪同下，就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情况在武

隆县展开调研，与各放映队负责人座谈，了

解当地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情况。晚上，电影

科技小分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在武隆

县仙女镇仙女山街道黄家湾广场举办的科

教电影主题放映活动，让当地老百姓饱享

“科技盛宴”，感受科技魅力和乐趣

9月 21日，电影科技小分队马不停蹄地

奔赴彭水县第五小学校，调研彭水县农村中

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放映情况。侯霄勉

励同学们，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和科教主题影

片，从小就要树立好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的信念，祝福同学们茁壮成长，成

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电影科技小分队借着“科技列车渝东南

行”的启动，为渝东南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一

场科技盛宴，通过“惠民电影”为本次科技服

务和科普活动注入活力，让居民群众可以更

加深入地了解科学知识，增强科学素养，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推动

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转型

升级。

“科技列车渝东南行”电影科技小分队

认为，此次科技列车行活动秉持的“聚资

源、送科技、促联系”理念，围绕“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主题，在渝东南地区举办一系列

科技服务和科普活动，深入推动了科技服

务进山下乡，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通过“科教电影进山下乡”专项活动

的开展，弘扬了科学精神，宣传了科普知

识，把科学理念、科技知识送到广大农村地

区，实现了科普宣传惠民生、科技服务助发

展的工作目标。

（中影新农村发行、放映公司供稿）

本报讯 9月21日，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主

办，甘肃省电影局、中共嘉峪关市委、嘉峪关市人民

政府承办的以“起航光影新征程，塑造银幕新形象”

为主题的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电影创作研讨会在

第九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期间举行。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中国广播电

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童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理事长明振江，中影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焦

宏奋，嘉峪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荣才，中国电

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周建东，国家电影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杨武军，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凤麟，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

记侯光明，以及业内专家学者、制片人、导演、演员

等电影工作者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电影制片

人协会组织联络部主任赵卫国主持。

“从青年到暮年，一个人 30多年坚持做一件

事，看似平凡却很伟大。”演员侯勇在电影《守岛人》

中饰演人武部部长王长杰，他在发言中首先表达了

对主人公王继才的敬佩之情。他说，演员要演好、

塑造好英雄人物，除了深入他们的生活环境，还要

体验他们的工作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龚老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仰。她的故事

润物细无声却蕴含着无穷力量，给了我强大的支

撑。”电影《老阿姨》中龚全珍的扮演者陶慧敏分享

拍摄体会时说，要更细致地去剖析英模人物的喜

怒哀乐，告诉观众他们所经历的磨难、生活的选择

和不可避免的内心矛盾，将他们拉近到观众身边，

让大家看到，原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却能为了人

民、为了信仰做出不平凡的事。如此创作出来的

影片，才能摆脱囿于介绍人物生平的创作困境，从

而更深刻地传递出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的品德。

电影《李保国》出品方代表、河北电影制片厂

党总支书记信文静表示，剧本是一剧之本，为了将

电影《李保国》打造成精品，主创团队广泛听取业

界专家意见，不断打磨剧本，精益求精。同时，剧

组主创坚持体验生活，花大量时间深入了解并融

入李保国的内心世界。

“为了讲好八步沙‘六老汉’的故事，同时破解

因生活原型的高知名度给创作带来的某些局限，

主创人员着力对生活素材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大

量采访、认真思考和亲身体验，寻求到了许多更新

更广泛的素材。”电影《八步沙》出品人、甘肃风行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红阳说。

演员丁柳元在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中饰演

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她说：“我们在山东、河南

等地采风时，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和兰考百姓

回忆往事，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的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要拍摄柳青的故

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影片的创作过程也检验着

我们的初心。时至今日，我的答案竟然和最初的

创作想法完美重合，那就是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经历，深深影响着我们，我们就是崇尚这样的

人生和人格。”电影《柳青》的出品人、西安多吉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苗霞分享了创作心得和

感悟。

影片《老阿姨》《守边人》出品方代表、长影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鲍盛华，《兰辉》出品人、绵

阳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景茂斌，《兰辉》

导演、主演刘之冰，《李保国》导演赵琦，《那时风

华》主演程琤，《我的父亲焦裕禄》出品方代表、明

德万国影业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宇斌，著名演

员卢奇、孙茜，世界电影学会会长李倩等影视工作

者也纷纷讲述自己对英模题材电影的感想。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进行总结

发言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重要讲话中指出：“祖国是人民最

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

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

是最动人的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

重视宣传褒奖英雄模范，在多个场合讲述英模动

人故事，多次作出指示和批示，大力倡导弘扬英模

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广大电影工作者认真学习

积极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怀着对英雄模范的

崇敬之心，用形象生动的电影语言和鲜活感人的

艺术形象，浓墨重彩的书写英模故事，精心塑造了

一大批用光影艺术镌刻在银幕上的英模形象。拍

好英模题材电影是时代的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用心用情用功讲好英模故事，塑造好典型人物

的艺术形象，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推出表现新时代

英模人物的精品力作。

（第九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供稿）

本报讯 驼铃声声，丝路悠悠，关城巍巍。在

刚刚落幕的第九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

上，多位影视学者齐聚嘉峪关，就短片电影如何实

现高质量发展进行研讨。

在移动互联网和AIGC时代，短片高质量发展

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大视听产业生态的时代命

题，创新、文化、艺术、技术与人才培养成为短片高

质量发展论坛上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在媒介技术变革和短视频兴起的时代，边界

消失和加速迭代成为新视听生态构建过程中的常

态。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丁亚平研究员

提到，“以创新驱动推动大视听产业链的发展至为

重要，而在其中，短片电影及其高质量发展尤其需

要强调和重视”。

“提升短片艺术质量需要深植优秀传统文化，

有助于作品题材、素材的发掘和主题表达的价值

提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指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是短片电影创作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从多方面滋养短片创作。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教授张阿

利认为，短片电影更易唤起观众对于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以高质量的创作

精品引领短片电影发展方向、形成浓郁的创作氛

围和优质的文化输出方式，才是真正推动短片电

影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纪录片要承担起复兴中华文明的文化重任，

要向广阔的生活与心灵世界探索”，西北师范大学

教授徐兆寿强调，在短视频时代，纪录片不应是简

单的记录，而应是具有思想性的艺术创作实践。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姚国强从提升短片高质量

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角度建议设立“国际大学生

短片电影创拍单元”，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大学生

短片艺术创作者参与等建议。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丽芳建议，应该将国际

短片电影展建设为青年创作人才起航的孵化器，

并通过深入探讨短片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根基、叙

事路径、产业逻辑、技术创新、传播机制等，让短片

创作更具时代表达与历史价值。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海飞结合短

视频时代的表征，指出了当下民族志影像文化书

写以“跨界”“公共性与社区整合、治理”等为关

键词，阐述了民族志影像传播的渠道和价值。

AIGC的出现，使短片电影的生产格局发生了

深刻变革。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张辉刚在认可数字

技术为短片创作赋能的同时，也应充分看到技术

变革带来的算法争议、道德失衡与情感失真等问

题。

“虚拟制作为剧 组提供了一种‘类实拍’的影

片生产制作方式，从而从妥协制作趋向于完美制

作，”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天语认为，数字技术

有可能突破传统特效片的制作局限，实现创作过

程中的可视化、交互化和智能化。

杨澜读书会主理人孔钰钦认为，短片电影具

有大众性、实验性和先锋性，技术环境、创作环境

和用户观影习惯都让中国短片电影具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和想象空间。 （支乡）

本报讯 9月 22日，2023年青葱计划“成

为导演之前——电影的本来与未来”电影

大师班及影展系列活动启动，聚焦影像风

格与技术呈现，带来技术革命下电影本体

与未来的思考，鼓励新生代电影人解放视

觉的想象力，以取景器为媒，共同创造未

来更为广阔的电影艺术与技术图景。本

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携手香奈儿

共同支持。

电影大师走进校园，探触创作与艺

术人生的无限“可能性”

2023青葱计划电影大师班持续为青年

创作力量和行业资深影人搭建跨越代际

的沟通的桥梁，推进电影艺术的超越与突

破。演员、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蒂尔达·
斯文顿（Tilda Swinton）及导演、本届青葱计

划影展策展人郭帆，受邀在影展期间走进

北京电影学院，与青年电影人展开一场探

触“电影的本来与未来”的深度对话。

大师班期间，蒂尔达·斯文顿展现了

她多重的艺术身份，开放的人生观念，百

变的角色演绎，时刻涌动的“可能性”。

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青葱导师梅

峰，第六届青葱计划五强导演郭容非就电

影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影像艺术的实验

性、表演的观念等话题展开了对谈，为中

国新生代影人带来了全新视野。她鼓励

新人导演保有初心，“我深受感动，为你们

将要制作的电影、你们注定会铸造的友谊

以及你们将要与观众建立的情谊而激动

不已。未来五十年的电影就在今天这个

屋檐下。”

作为青葱大师以及本届青葱计划影展

策展人，郭帆导演在大师班的课程上带来

了前沿分享，就电影科技的前沿展开精彩

对谈与分享。对于近期一直被社会各界

热议的 AI技术，郭帆导演认为：“我们在讨

论 AI的时候尽可能的把它归到工具这个

逻辑里去，我确实建议希望大家能够保持

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个新的工具的

出现。我们最终比拼的、竞争的还是我们

对艺术的感受，是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对

生活的感知、对情感的感知，我觉得从工

具的角度来讲，会帮我们节省时间，我们

会有更多的精力用在真正的创作上。”

本年度青葱计划电影大师班在后续的

活动中还将邀请摄影师李屏宾、曾念平及

余静萍，与第八届青葱计划学员探讨电影

影像风格与技术呈现，拓展技术革命下电

影本体与未来的思考。

青葱影展：大师作品回顾，新生导

演展示青葱的能量

9月 22日-24日，青葱计划“成为导演

之前——电影的本来与未来”主题影展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举行。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会长、青葱计划发起人、著名导演

李少红，第八届青葱计划主席、著名导演、

监制田壮壮，演员、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

青葱大师蒂尔达·斯文顿，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副会长、青葱计划理事长、著名电影监

制、编剧、策划王红卫，著名表演艺术家李

雪健、宋晓英、毕彦君，青葱导师、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执委、著名导演、监制李玉，本届

青葱计划影展策展人、著名导演、监制郭

帆，著名导演、监制路阳，出品人、制片人、

著名演员梁静，制片人付佳，青葱导演德格

才让、刘斯逸、高临阳、胡树真、刘子洋、耿

子涵，年轻演员旦正才让、班玛加等众多知

名导演、编剧、制片人，及活跃在电影一线

的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活动，在跨代际对

话中与新生代创作者一起探索电影的本体

与边界，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趋势讨论

中找寻新的创作灵感。

开幕仪式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

长、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欢迎莅临嘉宾及

观众，并宣布“成为导演之前——电影的本

来与未来”主题影展正式开启。王红卫在致

辞中表示，“在香奈儿的支持下，我们不仅请

了数位国内的电影大师来加盟大师班，还特

别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国际影人。”演员蒂尔

达·斯文顿对主题——电影的本来与未来有

着独特的理解，“我确定的是我们需要不断

地去回访电影的本质，电影的本来。于我而

言，电影是永恒的，它将永远滋养我们。”

电影是一种与科技发展关系最为密切

的艺术，从胶片、数字、网络、再到我们即将

进入的 AI时代，每一次电影技术的升级都

拓宽了人类的想象空间。本次影展的主题

论坛特别邀请王红卫、李玉、郭帆、路阳、德

格才让、胡树真等新老电影人展开了一场

深度的交流和对话。王红卫提及如果想要

实现科幻电影的多元化，乃至电影的多元

化，应该要从文化土壤做起；李玉在提及电

影的未来时，则希望它还是一个“黑屋子”

的故事，有更多人一起实现共振；郭帆则提

出对于飞速发展的AI技术我们还是应当从

工具的角度来看待和使用；路阳则更多带

领观众追问电影的意义；青葱导演代表德

格才让和胡树真也提出电影的未来需要勇

气和守护。本次论坛聚焦在电影影像风格

与技术呈现，关注技术革命下电影本体与

未来的思考。

2023年青葱计划“成为导演之前——电

影的本来与未来”影展展映包含大师重温单

元和青葱聚焦单元共 5部影片，同时举行了

3场映后交流活动。大师重温单元展映的影

片为开幕影片《最后与最初的人类》和闭幕

影片《盗马贼》（4K修复藏语版）。青葱聚焦

单元则选择放映了第二届青葱计划学员德

格才让的作品《他与罗耶戴尔》、第三届青葱

计划学员高临阳的作品《再团圆》、第四届青

葱计划学员刘斯逸的作品《三贵情史》，三位

青年导演都在映后与观众分享了自己处女

作长片的创作感想以及与青葱计划的故

事。同时《小白船》导演耿子涵也将以学姐

身份回归，与第八届学员分享互动。

青葱计划始终致力于打造专业优质的

平台，扶持一批批有才华与热情的青年导

演，帮助他们绽放出最磅礴的创作力量。

第八届青葱计划主席、著名导演、监制田壮

壮也来到青葱影展，在开幕式为第八届青

葱计划的二十强青葱导演进行颁奖并送出

了寄语，他祝福这批青年导演：“这次青葱

计划又收获了二十棵青葱，而且非常茁壮，

希望他们的作品可以早日投入拍摄。”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携手香奈儿“成为

导演之前”特别项目，还将持续通过电影大

师班、影展、沙龙和校园公开课等丰富形

式，助力中国电影和青年创作者。

（杜思梦）

第九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

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
电影创作研讨会举行

中影搭乘“科技列车”渝东南行
——科教电影惠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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