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29 日至 30 日，第十九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

活动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成功举

办。该活动旨在筛选及孵化影视精品，推

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为优秀的影视

新人、新作提供展示平台。

自 2024 年 7 月启动全国项目征集以

来，“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共收到 183部

报名作品，题材涉及广泛。经过初评，15
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终审路演环节。现

场评委对15个路演项目进行了精彩点评，

并最终评选出入围奖作品五部，三类扶持

项目奖五部，二类扶持项目奖三部，以及

一类扶持项目奖一部。其中，《新京街 44
号》荣获组委会特别奖。

在金鹿创投项目开展过程中，各投资

方和平台方积极参与，构建电影创作者与

优质市场资源的连接平台。演员、导演包

贝尔对组委会特别奖《新京街 44号》表示

关注及赞赏，并计划推进影片与相关平

台、机构的合作。同时，他的团队还对多

个入围项目表示重点关注，并就商务合作

及扶持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巨亿天华国际

传媒有限公司对院线电影《雪下的时候》

给予高达 500万元的意向拍摄投资，此举

无疑为该项目的成功落地注入了一剂强

心针。这一投资案例，不仅是对“金鹿创

投新摇篮计划”孵化成果的认可，更是对

中国原创电影市场潜力的有力证明。

作为长春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已然成为筛选及

孵化影视精品的高效引擎。活动结束后，

金鹿创投与巨亿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了初步战略合作意向，双方将在影视

项目孵化、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多元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为影视新人、新作

铺就一条通向电影梦想的宽广大道。这

一合作模式，无疑将为长春乃至全国的影

视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创投

新摇篮计划”的成功举办，不仅见证了中

国电影新生力量的崛起，更昭示着中国影

视产业在新时代背景下，正以前所未有的

开放姿态与创新精神，积极拥抱变革，蓄

势待发。在“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的庇

护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更多优

秀的影视作品破壳而出，为中国电影事业

增添璀璨光彩，为全球观众带来无尽惊

喜。这座矗立于东北大地的电影之城

——长春，正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书写

中国电影的新篇章，孕育着中国影视的新

希望。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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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电影是年轻的艺术。

这个年轻，不是说的生理年龄，而是

说的心理年龄。说的是艺术生命，更

说的是时代和创新。

拿我自己举例，几十年前，我当

时也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新力量，那是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给了

我们那样的机会。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时候的电影创新，其实是呼应了时

代的精神。当时的中国电影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也是与时代的主题、精

神、力量相契合的结果。在中国电影

产业化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在电影语

言上的一些新的探索，也得到了社会

和观众的热情肯定。你的创新和挑

战，是时代给你的一次机遇。当机遇

来临时，电影人要通过认真努力的学

习和磨炼，适应时代的需求，才能讲

出新的好故事。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就有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也有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在座的

各位电影同仁，都知道拍一部好电影

不容易，好电影的“好”，不仅体现在

艺术性上，不仅体现在社会性上，也

要体现在市场上。一部电影要收回

成本，要能盈利，才会构成一个良性

循环的产业过程。

电影不仅仅是艺术，更是一个产

业。我们要适应新的时代变化，讲好

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故事不仅你自己

喜欢，更要人民群众喜欢，还得要大家

自愿买票进电影院！这样，才会构成

一个良性循环，导演也才会获得更多

的机会来创作，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涌现出来，长江后浪推前浪。

电影既然是年轻的艺术，就需要

你们这些年轻的新力量，适应时代，

把握机遇，从生活中汲取，从社会中

学习，磨砺自己，去拍出好电影。尽

管不容易，但你努力就会做到。

用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常讲的一

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电影的新力量，

都有使命和责任，让中国电影越来越

好，让中国电影产业越来越好。所以

让我们共同刻苦努力，认真学习，学习

拍电影，学习讲好中国故事。

经过一天的深入探讨和真诚

交流，我们的第七届中国电影新

力量论坛将要结束了，此刻有些

不舍，如同一场精彩的电影即将

散 场 ，而 心 还 留 在 情 节 和 思 绪

中。此刻有些感动，因为我看见

这个论坛 10 年以来的新力量的

老朋友们，有的脸上也有些沧桑，

大家的心血和青春已化为了一部

部好看的电影。此刻更有些兴

奋，因为又看到了这么多年轻人，

听到他们的心声，我满怀好奇地

期待在座的生动活泼、才华横溢

的青年人才拍出生龙活虎、美丽

浪漫的电影。

只有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奋斗在一起，我们热爱的电影才

能和我们亲爱的观众双向奔赴，

永远在一起。

通过本届新力量论坛，我们

深切感觉到了电影面临的变局和

新局，感受到了挑战和机遇，我们

相信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

引，有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

三中全会改革方略的引领，中国

电影新力量一定能开辟新道路，

创造新希望。因为最深刻最有力

的改变就发生在每一位创作者的

身上，这种改变必将显现在今后

的电影创作中，结出奉献给观众

的累累硕果。

通过本届新力量论坛，我们

还相信电影依然有着无法替代的

魅力，因为我们的新力量传承了

电影创新与创造的血脉，与观众

一道开创出新的电影故事、新的

电影类型、新的电影人物、新的电

影技术和观影形式，将经历了近

120 年风雨历程的中国电影，推向

更迷人、更动人、更启迪人的境

界。我们的真诚热情和努力一定

能够打动观众。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

唤不回。”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

的重逢！

◎陆亮（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开辟新道路创造新希望◎张艺谋（《第二十条》导演）寄语中国电影新力量：
适应时代需求讲出新的好故事

本报讯 8月31日，第十九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仪

式在长春举行。中共长春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佟轶材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

会向中国传媒大学颁发荣誉奖牌，授予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特别贡献荣誉，并与

相关人士共同启动“光明影院”公益项目。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是由中国传媒

大学等联合打造的“光明影院”无障碍信

息传播公益工程。自2017年至今，团队共

计制作出700余部无障碍电影。该项目于

2020年正式落户中国长春电影节，成为长

春电影节固定单元。以“光明影院”为载

体，“幸福之城”长春将电影、光明和爱带

到视障人士身边，帮助他们聆听电影故

事、感知电影魅力、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并

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有效推动了全社会

文化共享。

活动中，中国传媒大学捐赠了“光明

影院”50部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作品，

并邀请当日到场的近150位视障人士欣赏

无障碍电影《屋顶足球》。对此，观众张亮

亮表示，“是‘光明影院’带我走出了家门，

感受到外面的世界，让我闭着眼睛就能找

到那种画面感、发现光。生活在长春，我

感到很幸福！”

“这几年，我每个月都能看一场电影，

‘光明影院’让我们享受到了电影艺术带

来的快乐。为了更好地欣赏电影，我今天

还特意提前做了功课。”视障人士孙刚对

这部励志体育题材影片的期待之情溢于

言表。

据“光明影院”项目负责人介绍，此前

中国传媒大学曾与长影集团联合制作无

障碍版《青春作伴好还乡》，为进一步合作

按下启动键。“因为有了长春电影节这个

载体，使‘光明影院’项目在长春的落地成

效在全国名列前茅。未来我们将与长影

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使‘光明影

院’在长春落地更加常态化、更便于视障

朋友观影。”

（姬政鹏）

本报讯 8月30日、31日，“‘净’

享电影‘月’映星光”露天电影展映

活动在长春电影嘉年华举办，连续

两晚为市民和游客免费放映精选

影片。本次活动由长春市净月高

新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长影集团

承办。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长春电

影嘉年华里人头攒动。电影开场

前，现场开展的传统漆扇制作活动

吸引了人们的参与，让初秋微凉的

夜晚火热了起来。本次活动负责

人、长影频道新媒体部主任张添琪

告诉记者，除了漆扇制作，还有一

连串互动环节邀请观众参加，“我

们准备了可供大家盖章留念的活

动纪念章，与长春电影节、长春净

月高新区相关的问答题，观众们还

有可能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电影

元素小礼物。希望通过影片放映

和这些活动让更多人感受到长春

电影节的氛围。”

此次电影展映活动在选片上

“新旧”搭配、“冷热”协调，既包括

长影出品的经典影片，也包括近期

热映的银幕新作，满足了不同人群

的观影需求。观看完 4K 修复版影

片《五朵金花》后，长春市民万淑波

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小时候

我和兄弟姐妹们就特别喜欢看露

天电影，尤其是长影的老电影，那

是我美好的童年记忆。直到现在，

我们也保持着对电影的热爱，经常

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享受生活。”

长春电影嘉年华是东北地区

首个电影主题沉浸式文化创意街

区，整个街区以长春电影文化为脉

络，复刻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发展历

程。据了解，接下来，长春市净月

高新区将继续积极招引内容生产、

影视后期制作、影视科技、影视发

行、影视投资等多类型、全链条影

视企业，夯实“新文娱”产业发展方

向的群众基础，更好地带动该区域

影视文娱产业发展。

电影节期间，长影集团还策划

打造了“城市之光”电影展映活

动。傍晚，长影旧址博物馆院内人

头攒动，伴随大屏幕上长影标识的

出现，电影《赵一曼》唤起了许多观

众的回忆。市民高峰感慨地说：

“上一次看这部电影还是小时候，

拉着大幕大家围坐在一起，这种氛

围真是把我带回到了童年的那段

记忆！”

为期3天的展映活动将在长影

旧址博物馆以及朝阳区双德街道

吉大社区、朝阳区红旗街道同德社

区等多个社区同步举行，展映内容

包括长影拍摄出品的《青春作伴好

还乡》《赵一曼》等数字影片，以及

《上甘岭》《五朵金花》等16mm胶片

电影。

活动现场，伴随大屏幕上长影

标识的出现，4K 修复经典影片《赵

一曼》开始放映，观众纷纷涌入，共

赴光影之旅，追寻儿时记忆。“我从

小就生活在长影附近，伴着长春的

电影长大。我的母亲在《赵一曼》

里还当过群众演员，看看今天能不

能在电影里找到她的身影。”现场

观众吴国义表示，能有这样的机

会，让他坐下来看着老电影，再回

想回想过去，真的很有意义。

“用电影点亮城市文化之光，

借助电影节平台和窗口，让更多当

代观众感受经典作品历久弥新的

艺术价值。”长影电影院副经理张

沫表示，电影节不该只是专业电影

人的盛会，也应是全民享受电影魅

力的娱乐盛事，希望以此为契机，

让外地游客及长春市民感受到电

影节氛围，把长影电影摇篮的概念

融入其中，向更多人群亮出长春、

长影的文化名片。

另外，为迎接第十九届中国长

春电影节，长影旧址博物馆特别开

展了“电影汽车派对”长影道具车

展，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庭广场展

出。本次道具车展展示了曾在《开

国大典》《长津湖》等影片拍摄使用

的道奇吉普车、威利斯吉普车、嘎

斯 51 卡车，曾在 1984 年热播的电

视剧《少帅传奇》等影视作品中拍

摄使用的福特牌轿车，以及曾在

1990 年《民国特大谋杀案》等影片

中拍摄使用的克莱斯勒轿车和曾

在长影多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欧

式马车。

（姬政鹏）

本报讯 8月29日上午，由长影

集团、长春理工大学共同主办的第

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论剧求

本”电影主题研讨会在长春理工大

学东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业界专

家、学者及长春理工大学师生代表

共300余人参会，围绕“以电影汇聚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这一主

题，与会嘉宾为新时代电影产业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电影节并非仅限于作品展示

的舞台，它更是一座桥梁，连接着

业内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的宝

贵机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

长、编剧汪海林把目光聚焦于电影

与剧本创作的当代风貌，积极与在

座专家学者就编剧队伍的成长路

径与发展策略展开深刻交流。

当前，我国创作群体正以惊人

的速度扩张，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蓬

勃态势。与此同时，电影知识的获

取渠道日益丰富，信息流动的速度

前所未有地加快。汪海林觉得尤

为可喜的是，众多年轻创作者满载

着从国内外顶尖学府汲取的灵感

与智慧，纷纷投身电影创作领域。

他们携带着新颖的视角与独特的

创意，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色彩，进一步丰富了创作的生态

格局。这一现象恰与中国长春电

影节所倡导的“新力量”主题不谋

而合，共同书写着中国电影事业的

新篇章。

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庄

严表示，2020年 1月长影集团创建

的“论剧求本”研讨活动已经成为

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重要品牌之

一。此次研讨会精准立足、准确把

握中国电影发展前沿动态和世界

电影发展趋势，致力于建设中国电

影人学术平台。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宝

宗表示，2013年学校获批成立长春

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十年来基地与

长影集团通力合作，携手并进，取

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吉林省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

进一步提高长春电影文化的品牌

影响力，以文化特色产业化研究为

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

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主任皇甫

宜川认为，“论据求本”活动是一个

展现时代性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

以及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平台。从这

个角度而言，该平台能够持续把握

时代的脉搏，通过汇聚全国各地的

创作者和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思

想碰撞，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

脉搏和发展趋势。最终，这一平台

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电影文本的创

作，即如何撰写出优秀的剧本、如何

拍摄出高质量的电影。通过此类交

流活动，参与者们能够共享经验和

方法，促进彼此的成长和进步。

作为参会的大学生代表，长春

理工大学文学院的孙彦芳对参与

此次活动深感荣幸并受益匪浅。

她表示：“这项活动对我们大学生

群体而言，极具教育价值。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不仅唤醒了我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更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从

教育层面来看，每个电影故事背后

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背景，这为我

们大学生在文学创作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灵感。通过挖掘这些

历史传承，我们的创新思维得到了

极大地拓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宝贵的学习机会。”

据了解，已连续五年的长影集

团“论剧求本”电影主题研讨会，作

为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重要组成板

块，为国内电影创作提供了极具学

术价值和创作实践的重要资料。活

动得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学

术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

高校专家学者的支持、肯定和加入、

参与。研讨会聚集电影创作资源，

发出吉林声音、长影声音，力求成为

中国电影界特别是剧本创作领域的

品牌活动，为繁荣电影创作提供理

论支持和智力支撑。 （姬政鹏）

“论剧求本”电影主题研讨会吉林长春举行

让更多观众感受电影魅力

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多项展映活动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

“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长春举办
《新京街44号》获组委会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