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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至今，很多电视台和网络平台

在春节前录制的节目已经播完，为

了节目的连续性，许多电视和网络

综艺节目进行了“云录制”，有的新

闻发布会也在“云端”进行。影视人

以这样新颖的方式，部分地恢复了

生产。

疫情出现后，影视人纷纷淬炼

“内功”，期待疫后迎来新的发展，更

好地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

出台帮扶政策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影业

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比预想的要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疫后影视业也还

会有一个恢复期。”中国电影评论协

会会长饶曙光说，疫情对整个电影

行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影院的压

力最大，制片公司、宣发公司等也面

临着不小的生存压力。

近年来，电影业增速已经放缓，

这次的疫情被保利影业总经理张信

生形容为“迎头一击”，造成电影上

下游生产经营暂时停滞，内容难以

变现，人才被动流失。

2019 年春节档票房约 70 亿元

人民币，2020 年春节档停摆至今，

电影市场的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电视方面，所有剧组暂停拍摄，网

综、网剧等的生产也受到影响。专家认

为，2020年的影视剧产量将有所减少。

自2月6日起，北京、上海、江苏、

云南等地陆续出台了不少有关中小

企业和电影产业的文件和通知，从补

贴和减免两个方面对电影业进行扶

持，减轻企业负担，缓解压力，影视企

业普遍认为，这是“给行业雪中送

炭”。不过张信生希望有关部门能出

台更多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扶持措

施，比如针对影城租金问题提供更具

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给予影院专

项资金补贴等。

沉淀淬炼“内功”

寒假期间，四川太平洋电影院

线所属的一家影院在线上卖出了共

计 10余万元的会员卡。这是在今年

闭店期间与顾客完全见不到面的情

况下取得的业绩。

2 月 28 日晚，四川太平洋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彦做了

《疫情闭店期间，影院如何困中求

变与积极自救》的线上直播课，虽

然是收费课程，仍然吸引了电影业

内 1400 余人涌进直播间。在课上，

王彦分享了公司的经验：构建自有

渠道和平台，增强抵御风险的能

力；建立和顾客沟通的有效途径，

保持品牌与顾客的连接；产品个性

化和促销定制；加强线上的推广以

及新工具的运用；进行社群营销；

梳理客户数据的挖掘，做一些有温

度的维护和联动……一系列“闭店

不失联”的有力举措，令听众茅塞

顿开，深受启发。

“现在大家有时间充实自己的

知识储备，深入了解行业运作模式，

整合资源。大家也都有众人拾柴、抱

团取暖的态度。”火麒麟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海玉说，他近日来

与业内的开发、出品、营销和演员经

纪等产业链上各处环节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沟通，“低迷的时候，大家互

相激励、打气很有必要。”

《欢乐喜剧人》第六季总导演施

嘉宁介绍，此次“云录制”的系统是东

方卫视用四五天时间紧急研发的，也

是国内首档将舞台搬到“云端”的喜

剧节目。“应该说，这个突破还是非常

大的。”虽然节目在录制的过程中偶

尔也会遇到网络不稳定等问题，但最

后终于录制完成。“对喜剧演员来说，

无观众表演有困难，但‘云录制’更好

地体现了喜剧演员生活中的幽默感

和即兴表演能力，也让节目首次尝试

了短视频这种‘短平快’、贴近时代审

美需求的形式，对未来喜剧节目的升

级和改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欢

乐喜剧人》如今已经做到第六季，延

续了品牌价值，培养了喜剧人才，更

重要的是，这一季节目为观众提供了

纾解压力的渠道。施嘉宁说：“喜剧从

诞生起，其价值就在于它对社会现实

的另类表达和独特角度。《欢乐喜剧

人》是‘有意思又有意义’的。”

饶曙光近期每天在家刷经典电

影，有时也在朋友圈发篇幅较长的

观后感。他说，创作者、影评人应该

借这段时间苦练内功，提高自己的

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这其实是一

个很好的契机。“我推荐大剧情电

影、具有史诗品格的电影，这次疫情

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甚至不

乏史诗电影的素材，关键是我们要

有做出好作品的雄心和能力。”

期待创新发展

在走访光线影业编剧导演事务

部总经理朱璐时，她告诉笔者，光线

影业已经复工整整两周了。此前还

有两周她在家办公，和编剧、导演们

的日常工作模式就已经恢复，进行

了多次线上语音会议、视频会议，跟

进剧本和稿件的写作，只是取消了

见面沟通。由于编剧工作是整个行

业的最上游，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朱璐的部门现在比平时更忙。“公司

要求我们紧锣密鼓做很多项目的准

备工作，一旦剧组可以复工，我们可

能就有好几个剧组开工。”

令朱璐感到欣慰的是，年轻的

编剧们通过这次的疫情，对生命、对

民生的思考更多、更深入，“他们成

熟了，长大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压抑了许

久的观影需求一定会反弹，下半年

票房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井喷期。

2 月 25 日，光线影业已经官宣

了由许光汉、章若楠主演的都市爱

情片《你的婚礼》，据朱璐介绍，该片

的导演和编剧都已经和光线签了长

期合约。朱璐说，同事们的心态整体

上都比较乐观，“就是很正常的倒计

时。只要能做出普通人真正想看的

电影，票房一定不会比以前差，有可

能还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奖励。现在

我们做好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放

平心态，养精蓄锐，只待一声令下，

我们就冲在最前面。”

中国电影的基础依然深厚，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很大的回旋余

地。“一泊沙来一泊去，一重浪灭一重

生。”张信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

产电影行业的影响必须辩证地看。疫

情之后，整个行业必定会积极反思，

创新求变，迎来更健康的发展。

电视剧创作方面，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范周认为，遵照 2月 20 日广

电总局下发的有关通知，重新开工

后，剧集生产将面临转型升级，长剧

变成短剧，天价片酬一定程度上将

得到抑制，平台在制作上的话语权

可能会进一步集中，编剧成为制作

中的核心成员，剧集的质量更有保

障。国内也有可能学习美剧、英剧、

日剧和韩剧的季播模式，剧集制作

流程体系高度工业化，整个市场将

更趋于理性。

（《人民日报海外版》苗春）

影视业淬炼“内功”再出发疫情
之下

春之约 苗青（广东）摄

新华社拉萨3月 9日
电（记者 春拉）3 月 9日，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

“云展览”网络直播如期

开播。在 90分钟内，在布

宫主播团队带领下，数十

万“宅家”网友有机会欣

赏到平日很少对外展出

的 25 件馆藏国家一级文

物珍品，享受了一场文化

盛宴。

当日，是布达拉宫继

3月 1日首次携手淘宝直

播“云春游”平台开放网

络直播后，第二次与众网

友见面。这次返场直播，

布达拉宫管理处精选了

瓷玉器、龙袍、贝叶经、佛

像、唐卡等一批国宝级文

物，如公元五世纪的弥勒

佛像、公元七世纪的贝叶

经、明永乐朱砂版《大藏

经》等，年代从北魏和平

三年（公元 462 年）到 18

世纪不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

弥补此前直播因信号等

条件制约所带来的游览

遗憾，这次“云展览”的拍

摄地点选定在布达拉宫

红山脚下一处天然山洞，

即布达拉宫文创体验店

内进行，还开通了 5G 信

号，确保直播顺利进行。

同时，管理处还特别选用

了 8 名布达拉宫专业文

保研究人员，从“宫藏相

关文物现况”“文物历史

背景”“文物背后的故事”

“近距离看国宝”“文化小

知识”等角度进行了全方

位在线专业讲解。

据介绍，90分钟的布

宫“云展览”，总计观看人

数达 80 万人次，超过往

年全年现场游览客流量

的一半，许多网友纷纷点

赞叫好。

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副

研究员多吉平措说：“通过直播，我们

希望在展示布达拉宫文物精品的同

时，介绍文物保护与利用的现状、西

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的历史，

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布达

拉宫文化的魅力。”

上影集团
发起设立10亿元纾困基金
助长三角影院行业复苏

新华社上海3月 9日电（记者 许
晓青 吴霞）上海电影集团9日在此间

宣布，联合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推出 10

亿元“影院抗疫纾困基金”，全力助推

长三角影院行业复苏。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影院、影城等近

乎“停摆”，电影院线及电影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均受波及，部分企业受损严

重，行业内部期盼有序复工复产。2月

1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布《全

力支持服务本市文化企业疫情防控

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

包括影院行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各方

面可持续发展“撑腰”。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

海市国资委副主任王亚元表示，针对

影院行业遇到的问题，上海将多管齐

下协助纾困，为行业内的共同发展提

供支撑，助力企业恢复信心。

此次设立的“影院抗疫纾困基

金”，由上海电影集团等三方通过共

同投资设立一家合资的资产管理公

司开展业务，运用增资、参股、并购等

形式，为长三角区域内相关企业注入

运营及发展资金，激发行业活力。首

批2亿元资金已到位。

据统计，目前长三角地区约有影

院 2500 家，是中国电影票房的主要

票仓之一。

上影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认为，中国电影产业长期向好

的趋势不会改变。上影下一步还将依

托上海的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上

海文化”品牌建设，与全国同行共克

时艰，实现共同发展。

春天出差去石家庄，晚上，主人

设宴为我们洗尘，冷盘过后，服务员

端上来的第一道热菜竟是榆钱炒肉

片。菜端上来，肉薄如纸，配着一片

片鲜绿的榆钱儿，给人以“歌吹当春

曲”之感。入口鲜咸相峙，齿颊如沐

春风，芳香绵远悠长。

榆树以前是乡村里常见的树，

村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种植，

也有的是自生的。我记得每至春日

融融、暄风和畅之时，榆树就会在

枝头上吐出小小的榆荚来，一嘟噜

一嘟噜的，色泽浅绿娇青，像翡翠，

整个榆树好似碧玉装扮成的，映绿

了农舍。孩童们一放学就挎着竹篮

到各户人家院前屋后梭巡，瞅见哪

家榆树上的榆钱长得差不多了，便

抱住树蹭蹭蹭爬上高高的树干，一

把一把撸榆钱。树上树下，大呼小

叫，笑语喧哗。初长出来的榆钱很

甜、很嫩，孩子们先把采摘的榆钱

往嘴里塞，吃够了才塞进竹筐或布

兜里。

榆钱又称“榆荚”，是榆树的种

子，因其外形圆薄如钱币，故而得

名。“榆钱”谐音“余钱”，寄托了村

民富足有余的愿望。一树榆钱半月

粮，榆钱的吃法很多，可生吃、熬

粥、粉蒸、煮汤、肉炒、包饺子。著名

作家刘绍棠笔下的《榆钱饭》说：

“九成榆钱儿搅合一成玉米面，上

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

一灶柴火就够火候儿。”母亲常做

的是蒸榆钱糕，即用细细的白面，

和了榆钱，再加些蜂蜜蒸成。蒸榆

钱糕，先得把淘净的湿漉漉的榆钱

拌上面粉，加水和匀，垫上笼布，盛

在蒸笼里蒸。蒸熟后，用刀划成块

状，然后捏着笼布角和盘出锅，倒

在小盆里。滴上几滴芝麻油，再浇

两勺蒜汁，撒上些葱花或香菜，顿

时，热腾腾、香喷喷的榆钱糕便一

个劲儿地诱惑你了。我最爱吃母亲

烙的榆钱饼，她将榆钱洗净、切碎，

拌入炒鸡蛋做馅儿，再把白面做成

窝头，放榆钱馅儿于窝中心，拍成

饼，在烧热的锅四面均匀地浇上豆

油，将饼一个个摊上去，用文火烙

熟。起锅时，白绿相间，饼面泛黄，

清香四溢，咬一口，榆钱鲜嫩柔滑

的滋味，渐渐在唇齿中散发开来。

如今想起仍回味无穷，那种清香，

有春天的味道……

如今榆钱已是人们餐桌上的鲜

品，用榆钱制成的美食不胜枚举，榆

钱豆腐、切边三鲜馅饼、榆钱面托、

焦炸榆钱丸等等。

去年春天回乡下去，正是榆树

结荚的时候，母亲熬了一锅小米

粥，撒一把榆钱到粥锅里，稠稠的，

喝起来甜滋滋、软溜溜的，无比芳

香。哦，那榆钱的芬芳，是母亲散发

的心香。

近 日 ，上 海 、天

津、陕西、浙江、四川、

云南、江西、广东等多

地博物馆公开征集与

抗击疫情有关的各种

物证，征集范围包括

请战书、倡议书、捐赠

凭证、工作日志、小区

进出证、登记表、测温

仪、宣传横幅、摄影摄

像作品、书法绘画作

品等等。(据中新网)

人类的历史也是

同各种灾难战斗的历

史。地震、洪水、瘟疫，

人类的文明正是在和

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地

进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来势之

汹、传播之烈、范围扩

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

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

未有。所以，我们有理

由记住这样一场灾难。

对于各地博物馆

而言，及时收集各类

与抗击疫情有关的物

证，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地记录这场灾难，

是 博 物 馆 的 职 责 所

在，更是公众期待。

每一场灾难其实

都是一本教材，那些

物 证 就 是 教 材 最 生

动、最形象的道具。对

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有

理由保存记忆，也有理由告诉后

人这场灾难最真实的样子。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既是对今天负责，

也是为明天负责。

疫情是一面镜子。除了记录灾

难，那些抗疫物证更是对灾难的

反思。实际上，每一个抗疫物证背

后 都 隐 藏 着 一 段 不 同 寻 常 的 故

事，每一个物证都具有警示后人

的独特价值。新型冠状病毒的来

源目前虽无定论，但我们仍需反

思，为了口腹之欲吃野生动物，很

可能会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反噬。

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生活

方式，戴上口罩不只是对自己负

责，还是对他人负责。

为明天收藏今天，是对抗疫精

神的纪念。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

的悲怆，可面对灾难，更可贵的是

人类的抗争和无畏精神。在这场

疫情的战斗中，国人所表现出的

强大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世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

了广大群众的守望相助，我们看

到了医护人员的无私无畏……

疫情终将过去，但记忆不能抹

去。博物馆为明天收藏今天，是记

录一段灾难的历史，也是记录一

种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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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第六季进行了“云录制”，后续将推

出为期 3 周的特别节目《云端喜剧王》。10 组选手通过网络小框组合，相聚

在荧屏，进行了一次与以往相比同样激烈但形式上迥然不同的比拼。最后

依据在线观众点赞数，选出一位“云端喜剧王”。抗疫期间《云端喜剧王》的

推出，可以说是节目主动寻求创新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