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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防控才有保障

7 月 24 日 16 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前门的保利
国际影城天安门店，影院大门外入口处，“2020年7月
24日恢复营业 我们一起看电影”的红色招牌异常醒
目。经过手机扫健康宝、红外测体温、取票机取票等
步骤，穿过宽敞明亮、空气清爽的走廊，记者进入7号
厅，观看 16 时 55 分开演的国产新片 《第一次的离
别》。影厅里共有观众30名左右，全都佩戴口罩，隔行
交叉而坐。

早在北京之前，全国其他城市的许多影院已经于7
月20日复工。记者了解到，截至 7 月 25 日，万达院线
在国内的 603 家影城，复工 239 家；四川太平洋院线
全国 328 家影院，复工 188 家；武汉垄上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着湖北省内 11 条院线，针
对农村进行电影流动放映，有的已经复工，比如武汉
天河院线 7 月 20 日已经全部复工，只有恩施部分地方
在准备中。

“复工地域顺序没有具体规律，主要是看属地疫情
防控要求，属地允许开业，我们就积极响应，具备开
业条件就尽量开业。”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信生说，截至复工首周末，保利在北京、上海、深
圳、天津、石家庄、杭州、长沙、合肥、贵阳、昆
山、舟山等城市，有20余家影城已经复工。

影院排片数量是平时的一半，网络实名预约售
票，全程佩戴口罩，不售卖零食和饮料……保利国际
影城天安门店经理李旭认为，观众对影城的疫情防控
措施是理解、支持的。“大家已经在疫情环境下生活
了半年，从餐饮到酒店等场所，防疫已经常态化。”
他介绍，影城在得到主管部门可以开业的批示之后，
对防疫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例如备足防疫物资、全
面消毒杀毒等。“影城需要给观众提供一个健康、安
全的观影环境，提高影迷走进影城的信心和安全感。”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当前，电影
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安
全，第三是安全。因为只有安全，有了这个基本的保
障，观众的观影热情才可能恢复。”

有热情才有信心

记者观影后随机采访了同场的观众、“90后”惠先
生。他说，看完 《第一次的离别》后，接着还要换个影
厅再看《多力特的奇幻冒险》。他告诉记者，最初看到
影院7月20日复工的消息，特别激动，看到北京7月24
日的售票信息，他惊喜地预订了两个场次的电影票。

“这两部电影其实并不算我最喜欢的类型，但是终于等
到了影院复工这一天，价格也便宜，已经很满足了。”惠
先生住在丰台区宋家庄，家附近的影院暂时还未复工。
这天，他专程跑了9公里多的路，到这里来看电影。

全国有千千万万像惠先生这样对电影抱有极大热
情的影迷，尤其年轻人，他们是托起眼下电影市场的
主力军。

中影和华夏两家发行公司早就公布了 《寻梦环游
记》《何以为家》《大鱼海棠》 等数十部复映片单和

《第一次的离别》等定档新片。部分复映片还是公益发
行，让利影院，这种做法受到称赞。

保利影业北京天安门店是得到批准开业通知之后
第一批挂上平台售票的影城。李旭介绍，7 月 24 日首
日营业，4个影厅排映18场影片，共650个座位，很快
就基本售罄。“我们都非常激动、开心以及感激。观众
和影迷并没有抛弃我们。”他说。继首日后，门店把更
大的厅拿出来排片，场次和座位数有所增加。

为复工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片方。大象伙伴影业
创始人之一，《第一次的离别》 监制、制片人秦晓宇
说，之所以选在影院复工首日公映，最重要的原因是
希望帮助影院尽快走出低谷。“我们跟影院是共生关
系。帮助电影生态尽快恢复，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这
个时刻极其需要电影产业上下游的所有人齐心协力，
抱团取暖。”他认为，经历了疫情和影院 175 天停摆，
大家都有很多关于离愁别绪的感受，这部电影讲述了
离别，也书写了成长，能够唤起大家对未来的希望和
美好期许，契合当下的社会氛围。他们还跟影院一起
做复工的仪式性观影，以“久别盼重逢，电影回来
了”的主题和电影院一起迎接观众。影片在复工首日
获得了 30%的高排片率，上海贡献了 50 万元的票房。
虽然首周末因为其他两部引进片的上映，导致排片率
下降到 3.2%；虽然北京复工略晚，使影片与这个文艺
片观众聚集地没能充分接触，但秦晓宇对影片一周来
的表现感到欣慰。

饶曙光将影院复工一周来的总体态势形容为“稳
中有升，进入恢复期的平稳阶段”。他强调，不能简单

地以票房论英雄，“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在电影业
恢复和过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反复。我们
宁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做好各方面的相关工
作，推动电影业新的健康可持续繁荣发展。”

有互联网也要有大银幕

7月25日晚，有两场有关电影的活动在线上举行，
吸引了影迷的注意。一场是万达电影开启抖音直播首
航，特邀影评人沙丹作为嘉宾，与主播一起分享万达
电影官方公布的复映片单中一些经典电影的看点。另
一场是鲜蜂影视工业学园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举办的

“暑期·云观影 北电学霸带你看大片”活动，北京电影
学院 16 级表演本科国际班的郑如希带领大家云观影

《特洛伊》。鲜蜂影视工业学园负责人周海峰表示，“疫
情尚未结束，电影人对互联网的认知和应用都有不
足，需要把课补上”。他认为，疫情防控打破了传统的
交流方式，相当于封住了一道门，但是又打开了互联
网这扇窗，大家要适应借这扇窗交流的新形式。

秦晓宇也认为，疫情给电影人提了一个醒，就是
要加强线上的创作和宣发，院线电影不应该是影视行
业的唯一指向。“在影院停业这段时间，我们在线上发
行了纪录片《出路》等。”他说。

从疫情到现在，电影行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
化，一部分观众可能已经习惯了在网上看电影。但业
内人士也指出，目前仅通过网络并不能保证完全收回
一部中等成本以上电影的投资，还是要依赖大银幕。
采访中，大家都表达了对未来电影业克服困难、繁荣
发展的乐观态度。

看到影院8月份的部分片单后，惠先生很兴奋，他
希望到那时家附近的影院也能开业，痛痛快快地大看
一番。

秦晓宇说，电影市场的恢复特别需要大片的带
动，希望国产大片尽快入局，也希望有关部门根据有
关情况及时调整，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适当放
宽全场1/3座位和售卖品的限制。

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说，目前仍有一些难点。比
如，一般影城都位于商业体内，面临租金压力，很多
影城与业主在关于疫情期间的减租降租方面还没有达
成共识，需要主管部门从房租、税收等方面加快落实解
危纾困的扶持政策。张信生说：“一直以来，电影都以一
种独具魅力的文化娱乐模式存在着。大银幕的画面、
音质有着无穷魅力和无与伦比的冲击力，是无法取代
的。希望观众们能够对影院有信心，回归影院。”

伴随着悠扬的潮乐走进
展厅，一件件精雕细镂、金
光 灿 灿 的 木 雕 作 品 映 入 眼
帘，令人称绝。近日，“雕绘
乾坤——潮州木雕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不同时
代的木雕精品展示了潮州木
雕的艺术价值，反映了潮汕
独特的文化景观。

潮州木雕发源于潮汕地
区，是“中国四大木雕”之
一，集雕刻、漆艺、贴金等
技法于一体，2006 年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广东省文物局和广东
省博物馆主办，广东省潮州
市人民政府协办，共展出广
东省博物馆、潮州市博物馆
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60
余件 （套） 展品，包括明清
及近现代的潮州木雕精品、
当代著名潮州木雕大师的作
品以及部分反映潮汕文化的
文 物 。 展 览 分 为 “ 历 史 源
流 ”“ 艺 术 菁 华 ”“ 人 神 共
赏”“生活意趣”“木雕与潮
汕 文 化 ” 五 个 部 分 ， 从 历
史、工艺、功用、价值、文
化背景等多个角度阐释了潮
州木雕这一民间艺术。

“这个展览不是单纯的工艺展，而是历史文化展。展
厅的布置模仿潮汕民居风格，再加上潮乐、潮剧、潮绣
等文化元素的融入，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民俗风
情。”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主任、展览策展人江琳
对记者说，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充分领略以潮州
木雕为代表的潮汕文化的魅力，感受中国民间工艺蕴含
的工匠精神。

讲解员介绍，潮州木雕主要有浮雕、圆雕、通
雕、沉雕 4 种雕刻手法，尤以出神入化的镂通雕技艺最
具特色。通过巧妙布局，一件通雕作品能在双面呈现
出不同的故事。潮州木雕多用于建筑装饰、家具、祭
祀器物，雕刻题材除了传统的祥瑞纹饰、山水园林、
民间传说等，还会表现潮剧故事、岭南水果、海洋生
物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虾蟹篓就是潮州木雕中颇
具代表性的作品。

展览中可以看到战火中幸存的明代府楼猴，玲珑剔
透的雀替、随梁枋、门肚、插角，金碧辉煌的神龛，华
丽壮观的金漆木雕大寿屏等。此外，还有潮绣神袍、潮
州铁枝木偶、工夫茶茶具等体现潮州非遗的文物。展厅
里还设置了“木雕制作显身手”“中式木建筑断面简图”

“布置宗祠”等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游戏互动项
目，增强展览的体验感。

近日，《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南区详细规
划 （街区层面）》 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批复。
据悉，作为典型的钢铁工艺设施密集分布区，新首
钢南区将依托永定河生态带、后工业景观休闲带，
形成前沿科技引领区、国际交流展示区、后工业城
市活力区、生态景观休闲区、战略留白区的“两带
五区”空间结构。

工业时代留存下来的旧厂房、老园区，既是属
于城市独特风貌，更承载着脚下这片土地半个多世
纪以来的奋斗记忆。历史记忆是首钢文化内涵的重
要组成部分。昔日轰鸣的钢铁厂房，如今成为景色
优美的办公区、休闲区、创意文化区、体育训练基

地和比赛场地，首钢园区的转型已见雏形。“工业遗
存+文创园”的模式，正成为首都城市文化的新景观。

城市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工业遗存的
华丽转身，正是这一演进过程的生动见证。“二产变
三产，黑色变彩色”，诸如此类的说法，已成为许多
城市的发展潮流。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更新和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城市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
的变革。一些产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疏解关停，但那
些工业遗存、历史记忆却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工业遗存，是城市过去开发的总结，也是城市
新发展的起点。作为时代的烙印，工业遗存记录着
当年热火朝天的创业图景。将重要工业成就与历史

事件发生地规划为历史记忆节点尤为必要。按照规
划，首钢文创园以雕塑、景观铺地、景观墙等方式
展示历史记忆，主要包括关于首钢历史的星火之
源、百炼成钢、新硎初发、天宽海平、技术自主、一铸
功成、材堪栋梁、改革先锋八个历史节点。将遗留下
的工业遗存有效用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是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工业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是它所
蕴含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技术价值。老旧厂房华丽变
身，并非“脑洞大开”、漫无目的，关键是要与城市
新的发展步调融为一体。老建筑中蕴含着记忆和乡
愁，在城市发展中要创新思路，保护好、利用好。
这其中，如何对待为城市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工业
遗存，是一门学问，考验着智慧。

工业艺术与公共文化相依，工业记忆与城市发
展相融。打造工业遗存，需紧扣城市战略定位，把
握城市发展大势，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充分挖掘
文化内涵，让其焕发新的活力。

本报电（鲁钊）《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出版座谈会
在南阳举行。南阳文艺界、二月河家人、二月河研究学
会、卧龙作协等40余人参加。

《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是首部出版发行的缅怀二月
河的文集，得到社会关注。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从不同
侧面和角度，回顾了二月河的一生，讲述他鲜为人知的
故事，缅怀二月河的人格魅力，对该书给予肯定。

作家、二月河研究学会顾问秦俊认为，《二月河先生
纪念文萃》 的出版发行，充分表达了人们的追思。他希
望研究学会的青年作家和学者追随探究二月河的成长历
程，研究整理二月河的创作成果，缅怀致敬二月河的文
化贡献，学习继承二月河的文学精神，创作出不辜负时
代、不辜负生活、不辜负人民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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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出版座谈会举行

优秀动漫作品赞颂逆火英雄

本报电（广明） 日前，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中
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布公告，经文化
和旅游部批准，决定在全社会组织开展“动漫中国·逆火
英雄 平安有你”优秀动漫作品征集活动。

作品征集时间从即日起持续到今年 10 月 8 日，分为
卡通形象设计、漫画及动漫微视频三大类，要求作品围
绕消防安全知识、消防救援队伍事迹、消防精神和全民
参与消防工作来进行创作。

报名者可通过线上报名平台 （dmzg.17ok.com） 进行
动漫作品上传和网上投票。相关专家将对报名作品进行
评审，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给予一定奖励。

把工业遗存打造成城市新地标
吴学安

全国影院复工首周——

严格防控 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苗 春

▲ 北京零点首映现场 万达影院供图
▶ 天津万达影院一角 万达影院供图

▲ 一名观众在观看展出的潮州铁枝木偶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 一名观众在观看展出的潮州铁枝木偶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 《第一次的离别》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