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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8日，湖北省微短

剧赋能“支点建设”行动计划暨首届

“视听长江”微短剧剧本大赛启动仪

式在武汉举行。湖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向红林，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朱雨龙等参加活动。

向红林致辞时表示，实施微短

剧赋能“支点建设”行动计划和首届

“视听长江”微短剧剧本大赛，旨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湖北省“新春第一会”

部署要求，通过微短剧赋能千行百

业，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强大的精神力

量。要以与时俱进的时代视野，打

造展示支点建设的精品力作；以勇

立潮头的时代作为，激发赋能支点

建设的创新活力；以追求卓越的时

代创造，抢抓助力支点建设的良好

契机。要通过资金投入、剧本转化、

人才培养、版权交易、宣发推广等多

种方式，构建创作到发行的高效能

产业链，推动微短剧从“流量驱动”

向“质量驱动”转型，让微短剧真正

做到微而不弱、短而不浅、剧有品

质，为湖北支点建设赋能添彩。

朱雨龙表示，微短剧作为新型

文化业态，正凭借其“短直快”的叙

事逻辑和“高密度”的情绪输出，迅

速抢占用户碎片化时间，重塑影视

生态格局。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将认

真贯彻落实《微短剧赋能“支点建

设”行动计划》，抢抓机遇、乘势而

为，扎实开展创作生产精品微短剧、

建设长江电影微短剧拍摄基地、建

设湖北影视服务中心、成立中部地

区首支微短剧基金“四大行动”，以

全链思维构建微短剧产业良好生态

圈，当好湖北微短剧产业“链主”，推

动微短剧产业突破发展，为微短剧

产业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湖北微短剧赋能“支点建设”行

动计划，聚焦“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

来科普”“跟着微短剧学经典”“微短

剧里看品牌”“微短剧里看非遗”六

大创作方向，促进文旅融合新图景、

法治传播新形态、科学普及新载体、

传统文化新表达、品牌赋能新引擎、

非遗活化新探索，积极发挥微短剧

赋能千行百业的作用，推动一批“微

短剧+”热播“出圈”，助力具有荆楚

特色微短剧广泛传播，为湖北加快

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视听长江”微短剧剧本大赛

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广电局

主办，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承办。大

赛以“极目楚天·微光剧梦”为主题，

面向省内外各类机构和个人征集微

短剧剧本，围绕讲历史文化、映人间

烟火、探科技奇境、品城市生活、叙

文旅新潮、绘青春风采、与法治同

行、塑品牌力量、书生态保护、展非

遗技艺、促国际交流等主题，展示新

时代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让更

多行业“破圈”跨界并焕发新的生机

活力。大赛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7月 31日，设立一类作品 5个，每

个扶持资金 10 万元；二类作品 10
个，每个扶持资金 6万元；三类作品

15个，每个扶持资金 3万元；优秀作

品若干个，每个扶持资金 1 万元。

主办方将对获扶持剧本择优转化，

并推荐至相关制作机构、播出平台

拍摄播出。

（杜思梦）

“跟着电影赶大集”

探索文旅助农新路径

4月 16日，“跟着电影赶大集”活

动启动仪式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和

顺古镇广场举行，宣告探索“公益放

映+文旅消费+电商助农”新模式、新场

景、新业态的实践之路正式开启。本

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和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指导，中央宣传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农业电影电视

中心、云南省电影局共同主办。

启动仪式上，中央宣传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主任张红表示，电影

公益放映覆盖全国 31个省、超 280条
电影院线、62.7万个放映点，依托这些

资源，“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可以把

资源引入村里、把关注聚焦到村里，让

农民收入更多、乡村氛围更好、基层阵

地更实，促进电影公共文化服务与乡

村产业振兴双向赋能。

随后，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与

北京市朝阳区总部企业联合会签署电

影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意向协议，为保

山市的咖啡等农副产品的推广与销售

注入更大力量。

以云南腾冲作为首站的此次活动持

续至4月18日，其间结合当地非遗文化、

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开展了电影市集、

公益放映等系列活动。“跟着电影赶大集”

活动后续也将全年全国举办，持续探索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可能。

2025年电影公益放映业务

培训班腾冲举办

4月 16日至 17日，由中宣部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主办的 2025年全

国电影公益放映业务培训班在云南腾

冲举行。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主任张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翟玉龙、中宣部电影局市场处处

长侯霄、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

处长李霞等参加开班仪式。中宣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玉飞主

持本次仪式。

此次培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推动优质电影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为主题，重点围绕行业标准的研

究制定情况、“公益放映+”赋能乡村振

兴新模式、地方电影公益放映的创新

改革实践等内容进行授课和研讨。

本次培训班为期 2天，来自全国

26个省市区的140余条农村数字院线

的经理和相关负责人参加，同时另有

7000余人通过微信视频号观看了培

训直播。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为全国电影公益放映工作者们提供了

学习提升的机会，接下来将把培训所

学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更多优秀电

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建设电影强

国、文化强国增光添彩，为助力实现

“十五五”良好开局打好基础。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田晴）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可供订购影片约5200部，其中2023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近440部。2025年第16周全国有30个省区市

的154条院线订购了1578部影片，共计约31万场。

订购方面，15条院线订购影片超100部，8条院线订

购场次过万场。其中，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与广

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较好地平衡了影片丰富

度与订购场次数量，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放映方面，1条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超500次，4条

院线回传放映场次超4000场。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

院线与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领跑本

周回传卡次与回传放映场次榜单。

影片方面，故事片订购约18.7万场，《家有好娘》《小

苍娃中部》《宝莲灯》等戏曲片热度攀升。科教片订购约

12.3万场，《老年人网瘾需警惕》《乡村文明之敬老爱幼》

《关爱老人之常回家看看》等关注银发群体的影片跻身

科教片订购榜前十。对此类影片感兴趣的院线还可关

注本周新片《老人养生之春季篇》《老人养生之夏季篇》

《老人养生之秋季篇》《老人养生之冬季篇》，跟随季节流

转全面守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本报讯 4月 21日，上影集团主

投主控、第一出品的电影《密档》在

上影车墩影视基地杀青。影片由上

影导演郑大圣执导，张琪、贺子壮领

衔编剧，袁弘、李妍锡等主演，美术

指导吴嘉葵、摄影指导颜代尧、造型

指导王海婷、声音指导张金岩、龙筱

竹、剪辑指导陈晓红等共同创作。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

120周年之际，该片讲述了隐蔽在上

海石库门里的一段秘战传奇。

《密档》于 3月 10日开机，影片

突破传统悬疑谍战片框架，将几代

中共地下工作者的传奇经历浓缩于

几位主角身上，讲述主角作为文库

保管员守护上万份绝密文件的艰难

斗争，也生动勾勒出战火中上海普

通市民的众生百态。袁弘与李妍锡

饰演的主角夫妻，表面上是石库门

弄堂里的寻常百姓，实则是肩负重

任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上海沦陷

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至暗时刻，

他们在如履薄冰的日常生活中守护

机密档案。

谈及《密档》的拍摄历程，袁弘

以一个“真”字概括。“首次与上影合

作，被整个剧组打磨精品的创作态

度感动。上影提供了当下难得的创

作空间，拍摄方式上也打破常规。

我们提前 15 天进组，进行剧本围

读、生活训练和即兴小品。”他回忆

道，“我们像当年的上海人一样生

活，从学会生煤炉、织毛衣开始，从

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出发，还原那

个年代上海石库门里的芸芸众生。”

剧组要求将主演的服装直接挂在角

色的衣柜里，由演员自己挑选；在片

场，演员们相处起来也如同石库门

里真正的左邻右舍。他觉得，“真

实”是这部作品中最好看，也是最动

人的地方。

李妍锡表示，《密档》独特的创

作模式，给予了演员们很多“即兴发

挥”的空间，“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

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创作模式太可贵

了。”她以“家常菜”来形容这部电

影，“影片中，住在石库门里的每个

角色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位演员的

表演都充满惊喜。”

《密档》杀青前夕，剧组特意来

到上影厂文学部旧址“永福路 52
号”拍摄一场重头戏。影片将故事

主要的发生地设定为“小沙度路 52
号”，正是对这片上影“初心之地”的

致敬，寓意传承上影创作传统，沉下

心打造出一部好作品。令《密档》主

创们感动的是，导演张建亚等不少

上影艺术家都曾来剧组探班，传授

宝贵经验，共同托举这部作品。

为拍摄《密档》，主创团队还曾多

次前往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中央秘书

处机关旧址等地采风，了解时代背

景，探寻人物原型。两位主演感叹，

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是一次接受历

史教育、感受红色精神的过程。

这份红色传承，也在当代青年

之中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

力。杀青前夕，一群特别的青年群

众演员通过《密档》摄制组、上影集

团团委发起的“我讲 - 我演 - 我是”

活动，参与了《密档》的拍摄。来自

18家单位的近 200位各行业青年、

高校学生，饰演了亲历上海解放的

爱国青年，以参演电影的方式沉浸

式感受近百年前为新中国而呐喊的

青春信仰与热血时刻。

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来自澳

门的吴家兴为走过毛主席像时的激

昂氛围所感动，“要传承前辈的理

想，为建设家园出一份力”。在上海

工作的哈萨克族青年海萨尔·吾尔

列吾感叹，“过去印象中的上海是时

尚大都市，这部电影让我对上海承

载的百年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

中科院博士张健在表演中尝试重返

历史现场，他在游行队伍里努力诠

释心目中“留洋归来的青年科学家”

形象——心怀用知识建设祖国的热

忱、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望，“百

年前中国青年前赴后继报效祖国的

精气神，也延续到了今天的我们身

上。”

据悉，电影《密档》杀青后计划

在上影昊浦影视基地进行后期制

作，依托上影制作一站式服务平台，

为观众打造一部彰显“红色底色、江

南风韵、海派特色、时代亮色”的好

看的电影。 （影子）

上影主投主控电影《密档》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