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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上
月，全国两会向世界呈现新闻盛宴。晚间休息
时，代表委员在驻地打开电视，上海东方卫视不
仅有全天候的新闻播报，还推出《诗书画》等中
华传统文化节目，令人耳目一新。

“短小身材”的《诗书画》，每集仅十分钟，却
能旁征博引。主持人曹可凡同时也是全国人大
代表，他朗朗诵读了唐代诗人刘方平名作《月
夜》，透出浓浓春意。

一段时间来，新兴媒体活力扑面，被“唯收
视率”和“泛娱乐化”困扰的电视人反而有些踌
躇不前，行业转型升级亟待破题。

今年以来，部分广电媒体已积极行动起来，
探索各类节目全方位升级再造，行业内春意萌
动。上海东方卫视等广播电视制播机构率先探
索转型升级创新创优。

东方卫视能否再“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
一点、谋划得更深一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
出，东方卫视要认真谋划、发挥优势、激发活力，
扎扎实实做好转型升级工作。

这个春天的上海荧屏，有温度，更有力度。
《诗书画》《闪亮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今晚 60
分》等一批全新节目破土而出。

全方位、全天候，“新闻立台”

强起来

一段时间以来，“新闻立台”意识在广电行
业内部有所淡化，甚至个别广电人以此“自我矮
化”。有的播出平台商业味、娱乐味过浓，有的节
目内容“轻、浅、浮”，行业内部很难跳出“唯收视
率”“明星依赖”的惯性思维。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文广集团或 SMG)近年来

不断深化改革，启动新一轮转型升级，主要做
法之一就是进一步强化新闻立台。

年初以来，东方卫视打通原来黄金时段
的“门户界限”，每天新闻播出量再度扩容，
从原来 4 小时增至 5 小时。各地收视群调查
显示，用户对新闻定位更加鲜明的台和频道
满意度大增。

转型升级不是“小修小补”，不是对某个
节目或者某个时段进行局部优化提升，而是
要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重塑再造。上海广播
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广集团总裁高韵斐介绍，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面貌”的核心理念，从重
塑版面生态、突出新闻立台入手，上海台重新
构建了东方卫视“4+2+1”版面布局，全面重
塑整体版面生态。

“4”是指全天打造“早、中、晚、黄金”四条
新闻直播栏目播出带；“2”是指在每天黄金
档重要新闻版面前后，创新开辟文化节目日
播线，推出《诗书画》等新节目；“1”是指东方
卫视重点优化了晚间黄金时段资源配置，按
照“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节目的自主创新
方向，在周间黄金时段打造一条以公益节目
为矩阵的“930 公益节目文化带”，每天 21时
30 分为观众带来一股荧屏“清流”。

向“套路”说不，让英雄人物

“活”起来

主旋律表达“口号化”“套路化”，正能量
传播“缺底气”“缺人气”，这是一些青少年眼
里的传统广电节目。如何改变这类症状，真正
筑牢新时代的精神高地，寻访纪实类全新节
目《闪亮的名字》带头尝试创新表达。

制作一档“寻找英雄”的节目，这是上海

电视人一直以来的美好愿望，进入 2019 年，
这档融合“纪实+影视综艺”拍摄手法的新节
目最终定名《闪亮的名字》，一经播出，收视排
名位居地方卫视前茅。

观众究竟为什么爱看？在《闪亮的名字》
里，英雄是寻访者靠脚力走访出来的，是青年
演员扎根生活，再重塑还原出来的。英雄人物
索南达杰、张欣、郭永怀、钟扬等在屏幕上
“活”了起来。

高韵斐介绍，主持人寻访英雄是纪实节
目模式，演员再现英雄事迹是综艺节目模式，
两者融合创新后形成了“中国式”英雄节目的
新看点。

最近，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闪亮
的名字》代表中国原创节目模式，登上法国戛
纳春季电视节的主舞台。主持人、《闪亮的名
字》制作人陈辰说：“不让英雄故事在我们这
代人手中褪色，这是电视人在新时代的责任
担当。”

不止《闪亮的名字》，在转型升级创新
创优的“顶层设计”下，东方卫视思想时政
节目《这就是中国》和新闻时评栏目《今晚
60 分》等也脱颖而出，以权威专家权威解
读，将人民群众认为“高深莫测”“高不可
攀”的理论，化为一个个鲜活的广电节目，
走进受众内心世界。纪实类节目《巡逻现场
实录 2018 》《人间世(第二季)》等则成为
暖心“网红”，吸引数千万收视群体关注和
点赞。

“三箭”齐发，改革让格局大起来

“新闻、综艺、影视剧‘三箭’齐发，上海广
电改革从内容生产着手，正在突破‘深水

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书
记王建军说，上海广电人正在一线不断磨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进而在价值观层面
提升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

为避免综艺节目陷入泛娱乐化的“死胡
同”，上海积极探索“明德引领风尚”的新综
艺。《妈妈咪呀》增加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洋妈妈”和华人母亲，立足上海、放眼国际；
合家欢综艺节目《没想到吧》，让百姓成为互
动主角，把道德建设主题与惊喜制造创意结
合起来。与此同时，在影视剧制作播出方面，
以上海广播电视台为主导的改革开放 40周
年重大题材创作《大江大河》等，不仅收获高
收视、好口碑，还激发带动民营影视制作机
构、青年演员等不断深入生活。《大江大河》
续集筹拍已启动。

在“三箭”齐发基础上，今年初，上
海广播电视台还同步完成了地面频道优
化，地方广电媒体服务长江经济带、促进
国际文化传播交流的特色定位更加明晰。
上海规划推出包含 11 集新闻系列报道、 1
台专题春晚、 12 期文化纪实寻访节目、 13
期季播综艺节目“长江之恋”大型媒体项
目。

下一步，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文广集
团还将深化第一财经传媒改革、东方广播中
心改革、纪录片制播体制改革等。全新整合的
SMG纪录片中心已于 15 日揭牌。高韵斐介
绍，通过转型升级创新创优，SMG 的服务和
辐射范围将不局限于长三角，而是将突出媒
体融合的大视野———“看上海、看全国、看全
球”。

(本报记者许晓青)

破解“唯收视率”和“泛娱乐化”困扰，让节目更有温度力度

上海荧屏“大变脸”背后的守正创新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张漫子、白
瀛、谢昊)从《百鸟朝凤》出品人“一跪为排片”，
到《地球最后的夜晚》“票房跳水”“舆论哗然”，
近年来，艺术电影的内容创作制作和营销发行
频繁引发公众关注。在正在进行的第九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中，中外影人提出，艺术电影和商业
电影是有边界的，要让商业的归商业，让艺术的
归艺术。

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认为：“艺术
片需要创作者带着个人经验去观察生活，凝视
生活，从中升腾出对社会、人性的关注和体验，
并记录下这些感受。它是一种‘敏感地寻找’和
‘敏感地发现’。”相较之下，商业电影更偏向于以
营利为目的的制作。

“以好莱坞的体系来说，艺术片和商业片
的边界很清晰。有一批电影就奔奥斯卡，有一
批电影就奔市场，荣誉奖给奥斯卡电影，市场
则交给市场化的电影去实现。”导演宁浩说，尽
管我们的市场已经用票房清晰衡量了商业片
的成功，但目前对于艺术电影的评价标准和体
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相较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我
们在艺术电影的多个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
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路画影视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蔡公明认为，专业不仅体现在艺
术电影创作制作的专业化，还体现在融资、
宣传、发行的专业化；创意不仅要做到创作
有创意、制作有创意，也要做到营销发行有

创意。
艺术电影如何走向更加大众的市场？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群飞认
为，宣发是一个纽带，用来连接艺术电影和适
合他们的观众。

“而事实上，我国艺术电影在宣发方面和
商业影片的宣发没有区别，对艺术影片采取商
业影片那样‘一下子铺开’的营销方法是不妥当
的。从美国的实践看，他们的院线分为大规模
放映、平台放映、有限放映三类，能精准锁定与
影片相匹配的观众群。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
样的专业化。”黄群飞说。

怎样才算是成功的艺术电影营销？蔡公
明认为，首先是尊重艺术片的特点和规则，要

有清晰的定位和目标，关注并满足核心观众
的诉求。名不副实的宣传是影片营销的大忌。
其次，讲究精准的分层，根据影片体量的不
同、市场潜力和预期的不同，进行专线或全线
上映的分类选择。

随着国产电影类型日趋多元，中国电影
市场愈发成熟，艺术电影如何定位、如何走入
市场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法国导演泽维尔·
勒格朗、美国电影制片人雅明·奥布莱恩等建
议，艺术电影导演需要精确定位自己的每一
部电影；宣发团队需要考虑如何围绕影片特
色进行营销；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
分也应更加清晰，这样才有利于艺术电影导
演和他们的作品走得更好更远。

艺术电影如何走得更好更远？

“让商业的归商业，让艺术的归艺术”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张漫子、白瀛)
“2018 年，在全国艺联专
线发行的 9 部艺术影片
中，共有 363 家核心影院
保证每天至少排映一场，
399家核心影院保证了每
部排片。”中国电影资料馆
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主任孙向辉 15 日在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表示。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
影市场的成熟和中国观众
观影需求的多元化，艺术
电影和颇具艺术性的商业
电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受
众群。迄今成立 30 个月的
时间内，全国艺联已在
248 座城市拥有加盟院线
3222 家，加盟银幕 3795
块。艺术电影市场蓬勃发
展。

孙向辉介绍，国家层
面对艺术电影的扶持政策
提升了艺术电影生产的质
量与规模。《财政部关于调
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关
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
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

见》等政策在拓宽艺术影片供给的多样性、培养
艺术电影受众方面发挥了作用。

“无论是 2018 年票房将近 2000万元的电
影《阿飞正传》，还是票房 6500万元左右的电影

《三块广告牌》，还是最近逼近 1 亿元票房大关
的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这些影片都见证了
艺联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过程，也见证了艺术
电影在中国市场认同度方面的变化。”万达电影
执行总裁刘晓彬说。

卢米埃影业创始人、CEO 胡其鸣说，我们
加入艺联是为了在差异化经营方面做出特点
来。“希望我们的观众丰富多元的观影需求能够
得到满足，走进电影院，不要某个时间都吃川
菜，某个时间都吃粤菜，而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吃
到不同口味。”

“最近两年中国观众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
对于电影的偏好也在慢慢发生转变。”阿里影业
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李捷透露，阿里将于今
年 5 月开启一个名为“爱艺之城”的艺术电影用
户社区，推广和普及艺术电影，加强电影评论分
享，帮助用户了解艺术电影，喜爱艺术电影。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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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电
影
市
场
起
暖
风

据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冯源、唐弢、段菁
菁)2018 年全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 4 . 3 亿
人，人均数字阅读量已达 12 . 4 本，人均单次
的阅读时长达到 71 . 3 分钟。由国家新闻出
版署、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数字阅读大会传来信息：我国数字阅读保
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古往今来，人类信奉“开卷有益”。在“e
时代”，数字阅读能否延续人类对阅读的神圣
感？

数字科技：提供更多阅读可能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翻阅手中的画册，原
本的平面图像立即化为立体模型。使用虚拟
现实设备，观众立即回到历史真实现场。一套
集阅读、释义、评测、互动于一体的“3D 电子
课本”令孩子们爱不释手。一家听书企业生产
的孙悟空卡通玩具，居然还能讲述《西游记》
的故事。

本次大会设置了媒体融合、5G 让生活更
美好、聆听经典等 13个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
我国数字阅读的新产品、新服务，让人感到，数
字阅读壮大了读者队伍，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
阅读选择。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认为，图
文、音频、视频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
术使阅读变得更立体。随着 5G技术落地、虚
拟技术提升和人工智能发展，数字阅读行业
将更好地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

产业、公益：数字阅读前景看好

《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同时显示，
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 254 . 5
亿元，同比增长 19 . 6%，整体市场稳步增长。
而愿意付费阅读的读者占比也从 2016 年的
60 . 3% 增加到 66 . 4%。其中有 68 . 7% 的付费
用户的愿意付费区间在 20 元以上。

专家预测，面向未来，国家政策仍将继续
引导数字阅读质量水平的稳步提升，我国数
字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全民阅读、新兴
出版、媒体融合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引导下，
产业将得到持续发展。技术升级赋能深度数

字化将提升用户的体验。
在公益方面，数字阅读产业正在助力文

化扶贫和教育资源均衡。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发起了“公益性阅读资源捐助活动”，
全国十家数字出版单位向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部分中小学捐赠了电子阅读器、在线听
书机、电子书等数字图书资源。记者从大会上
获悉，数字农家书屋和数字阅读产品及活动
既丰富了文化扶贫的内容和形式，又提高了
文化扶贫工作的精准性。

守正创新：做好引领行稳致远

从纸质到数字、从读书到读屏，阅读的方
式不断翻新，但“开卷有益”的宗旨始终如一。
此次大会传递出的一条重要信息就是：数字

阅读产业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日出东方——— 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解放战争》《中国
古代物质文化》《<资治通鉴>与家国兴
衰》……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百种优秀
电子书在大会集中上线，对扩大主题内容
数字化传播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 2015 年到 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
作品中，网络原创作品占比从 69% 上升到
79 . 8%，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创作者从
480 万上升到 862万。知名网络作家管平
潮认为，好的网络文学要体现正能量，好的
网络作家要有情怀。

“现在的阅读已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我们更要提供能够引领读者情感梦想的阅
读产品。”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说。

数字阅读照样“开卷有益”
我国数字阅读用户破 4 亿，期待更多高质量阅读产品

新华社萨拉热窝电(记者
张修智)“与西巴在一起的生活
就是一部美好的电影。他热爱
一切美好的事物。”84 岁的克
尔瓦瓦茨夫人日前在萨拉热窝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回忆起
亡夫，目光中有几分怀想，几分
沉醉。

西巴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电
影导演克尔瓦瓦茨的昵称。他
执导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
热窝》1972 年首映后，在 3 年
时间里被引进到近 70 个国家，
并曾经风靡中国，留在几代中
国人的记忆中。1992 年，克尔
瓦瓦茨因病去世，享年 66 岁。

斯人虽逝，萨拉热窝并没
有遗忘给它带来荣光的电影及
导演。近日，电影《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博物馆正式开馆，克
尔瓦瓦茨夫人对此深感欣慰。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
物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博物馆更独特，它可以让年轻
一代了解自己的父辈、祖辈曾
经做过什么。”她说。

克尔瓦瓦茨夫人告诉记
者，她与西巴相识于一次周末
聚会上。在随后的交往中，西巴
将她带入奇异的电影世界，而
善持家务的她则给西巴营造了
一个舒适而安稳的家。西巴和
他的电影就像河流上闪亮的灯
塔照亮了她生命中最好的年
华。

“西巴对电影非常热爱与
执着。”克尔瓦瓦茨夫人回忆
说，每拍一部电影，西巴都要做
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拍
一部潜艇题材的电影，他会专
程跑到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
罗夫尼克，寻找最佳拍摄场地。
他能够把最好的演员吸引到身边，也善于让群众演员迅速
入戏。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市民们冒死从纳粹枪口
下领回游击队员遗体那场戏扣人心弦，多数市民由群众演
员扮演，他们在西巴的调动下，很快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
务。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公映前，克尔瓦瓦茨夫人先睹
为快。近半个世纪后，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电影带给自己
的震撼。“恨不得告诉所有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她
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让南斯拉夫人为之自豪，克尔
瓦瓦茨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盛名之下的他曾于 20世纪
70 年代末到访中国。克尔瓦瓦茨夫人回忆，中国给西巴留
下非常好的印象，他认为中国人做事有计划，积极向上。

如今，西巴的电影仍让克尔瓦瓦茨夫人百看不厌。她对
记者说，前两年电视台放映 1967 年拍摄的《桥》，自己看得
激动万分，跟看第一遍时没有任何区别。而西巴也被她温暖
地珍藏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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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攀技术高峰

最初，示范生产线的单个周期运行时间设计值为 310
天，最近的 3 个周期运行时间分别达到 420 天、410 天和
415 天，标志着技术和装备日益成熟。

该项目依托我国自主开发技术建设，当时无工业化经
验可借鉴，加上装置规模从千吨级直接放大到百万吨级，从
设备生产到生产线安装调试、稳定运行面临众多技术挑战。

进口催化剂价格贵，研磨困难。公司党委副书记李瑞光
说，在“863计划”支持下，公司联合国内科研机构攻关，开
发出的纳米级催化剂不仅廉价，催化效率还提高近 5%。

生产线的“心脏”加氢反应器，高近 38 米，单台重 2100
多吨，体量居全球在役加氢反应器之首。试产时，反应器遇
到内部矿物质沉积、结焦问题。该公司与北京化工大学反复
摸索运行参数，优化设备结构，终于拿下这道世界性难题。

高温高差压减压阀是连接反应器与下游生产环节的桥
梁，耐磨性要求极高，最初的 4 套减压阀全部为进口产品，
一个阀芯就要花上百万元，寿命却仅有 70 小时左右。经过
攻关，这种设备已经国产化，阀芯寿命也提高到 2700 多个
小时，售价只有 10万多元。

多年来，企业联合科研机构、配套企业攻克了反应器制
造、物料回炼等众多技术难题，实现了关键装备国产化。目
前，生产线设备国产化率超过 98%，既保障了稳定运行，降
低了运营成本，也带动了我国煤化工技术装备升级提档。

据王建立介绍，项目已获得技术专利 200 多项，核心技
术取得了美国、欧盟、日本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
并在 2017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单周期运行 500 天是下一个目标。”该公司质量技术
部经理韩来喜说，有了技术经验，以后同等规模生产线的建
设和达产时间将大大缩短，投资额可下降近 20%，产油率
将明显提高，石油价格在 40 美元/桶以上时即可盈利。

高标准减排“绿色工厂”

煤制油分公司西侧 11 公里外的一处院落里，高高支起
的 3 个银色储罐格外醒目，两米多高的红色阀门紧紧密封
着 3 口深井，这里就是我国首个地下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
工程的注入作业区。

首条生产线启动后，煤制油分公司即与中科院、北师大
等科研机构合作，兴建了 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全
流程示范项目。“通过 2495 米深的注入井，已经有 30 多万
吨二氧化碳被注入地下 1500至 2500 米之间的咸水层。”该
公司工程师王永胜说，目前这是亚洲唯一的 10万吨级地下
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该公司还瞄准商机，去年向化工、食品等企业出售二氧
化碳 5万多吨，实现收入 1000 多万元。

煤制油分公司还以附近煤矿的疏矸水作为生产水源，
并兴建了全国首套煤化工废水深度处理系统，中水全部回
用，吨油水耗由最初设计的 10 吨降为 5 . 82 吨，在煤化工企
业中处于较低水平。煤直接液化沥青萃取深加工项目也在
建设之中，将于今年 7 月建成。

“首条生产线的技术、经济和环保指标明显优于预期，
有效推动了我国乃至全球的煤制油技术产业化进程，将为
我国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推进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引
领作用。”王建立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6 日电

打造高质量发展“绿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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