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记者 徐晶卉

精益求精，上海将拿出最可靠进博服务保障
在“好” 字上做文章，在“精” 字上下功夫，必须更精细、更精心、更精致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迎来倒计

时100天。“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当进博会成为下半年唯一确定举办的国际性综

合展会，世界对它充满期待。作为进博会举办地，

上海如何为进博会提供最可靠的城市服务保障？

不断在“好”字上做文章，在“精”字上下功

夫———第三届进博会给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它必须更精细，在机制化的好经验好做法中，更

突出创新；它必须更精心，开启“智慧大脑”，深

化细化预案，把问题想深想透；它必须更精致，

于细节处下手，拿出“绣花功夫”，展示城市更美

面貌。上海要努力把第三届进博会办得更出彩、

更出色、更有影响力。

更精细
在机制化保障中谋求更多创新

实现“越办越好”，关键在创新。努力打造服

务新体验，除了保留好的经验做法之外，上海海

关不断倒逼业务流程“进化”，今年拿出了两大

创新支持举措———增加暂时进境展览品税款总

担保方式， 支持进博会展品在展会结束后进一

步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上海海关副关长叶建介绍， 对列入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2019年版） 的进境展览

品，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其在展览结束后

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按照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商品模式

进行销售 ，“这项举措将有力促进 ‘展品变商

品’，为参展商品大幅拓展销售渠道”。

“一证三年 、后台审核 、用前激活 、再行使

用”———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进博会在证件管

理上将进一步突破创新， 对于部分符合特定条

件的证件，市公安局开发了证件多届使用功能，

方便进博会的“老朋友”。不仅如此，今年证件管

理系统进一步优化， 进博会微信公众号内开发

了“参会人员服务”模块轻应用，参会人员可实

时查询展馆设施等信息。 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

表示，创新证件循环激活利用、优化证件管理体

系等新举措，将切实提升展客商的体验度。

更精心
用“智慧大脑”提升服务水平质量

去年 “四叶草” 内搭建的食品安全保障指

挥中心， 它的 “智慧大脑” 扩容了。 第二届进

博会期间 ， 这个 “大脑 ” 的主要工作是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与220家餐饮保障单

位的后厨相连 ， 它能24小时不间断地远程监

控。 而今年， 它的 “脑容量” 突飞猛进， 除了

食品之外 ， 工作范围还拓展到药品 、 特种设

备、 价格监管、 广告监管、 消费者权益保护、

强制性产品认证、 知识产权监管、 服务咨询等

领域， 成了综合性实时监控平台， 实现现场检

查电子化。

城市保障服务更精心， 意味着要精心 “把

脉” 展客商的需求， 用心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上海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 模式、

理念创新， 把 “一网通办” 打造成上海政务服

务的金字招牌， 用 “一网统管” 开创出超大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 这也将用于进博会的

保障之中———

市公安局正全力推进上海城运系统道路交

通管理子系统 （IDPS） 建设。 进博会期间， 国

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将依托

该系统得到全方位优化；

上海海关将积极推动 “智慧旅检” 建设，

推广进境人员健康申报电子化， 实现旅检 “无

感通关”、 “线上” 管控， 提升旅客入境通关

效率；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将优化官网、 网上展

厅等平台功能， 完善智能数字导览系统， 提升

互动参展参会体验……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全力提升城市

服务保障水平 ， 更精心意味着有更周密的考

虑， 聚焦 “人 、 物 、 馆 ” 等工作重点和 “入城

口 、 居住地、 展馆门 、 活动点 、 流动中 、 监测

哨” 等关键节点 ， 把预案深化细化 。 市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秦净透露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方

案》 和7个专项工作方案已优化完善， 将在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 4个分场馆和新闻中心设置5

个医疗站， 做好场馆区内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

监测工作。

更精致
于细节中展示城市“精气神”

进博会， 是全面展示上海城市面貌和城市形

象的一次绝佳机遇。

“四叶草” 内， 引导标志标识的优化更加精

益求精。 方便展客商在场馆内部洽谈采购， “看

得到、 看得清、 看得懂” 是这一轮优化的目标。

据悉， 综合展区、 交通、 洗手间、 医疗点等设施

设备， 标志标识将考虑得更全面； 按照展客商察

看的习惯， 标志标识将设计得更方便； 确保引导

效果更明显， 标志标识将制作得更加醒目。

更精致的上海， 是于细节之中发现美。 在前

两届进博会的基础上， 市绿化市容局将固守国家

会展中心内外13个区域， 会议、 活动等127个点

位， 主要交通干道和节点等46个点位， 主要道路

和景观区域等87个点位， 推进 “城市大扫除， 景

观再增色”， 提升净化、 绿化、 彩化和靓化效果，

将展馆内外优美 “会客厅”、 黄浦江两岸“流光溢

彩”、 漫步尽享 “美丽街区”、 垃圾分类“演绎新

时尚” 等精致之美一一呈现给展客商。

保障更精细， 服务更精心， 环境更精致， 在

第三届进博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之际， 上海正拿出

特殊精神、 特殊作为， 朝着更高目标努力， 坚持

更高标准不变， 全力举办一届高水平、 高质量的

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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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

幕， 这是全球疫情持续扩散

蔓延和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

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影视

节。 可以说， 上海国际电影

节回应着中国观众对光影近

180 天的想念， 它也重启着

世界电影线上线下的各种新

的呈现可能———取消了红毯

与金爵评奖， 却不影响全球

影人拿出最好的电影来参

与， 232 部世界首映、 国际

首映、 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

片 ， 印证着这个国际 A 类

电影节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

这一刻， 选择上海国际电影

节， 是回归电影本身， 回归

用艺术团结鼓舞温暖全人类

的初心 ； 而这一刻选择上

海， 收获的不只是一份来自

中国电影市场的信心与助

力， 也有一份眼下尤为难能

可贵的健康与心安。

今年， 注定是电影产业

的变局之年。 眼下全球多地

疫情反复， 影业重振之路步

履维艰。 面对于此， 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举办， 更是为全

球电影产业提振了信心。 在

疫情防控工作严之又严的前

提下， 上海国际电影节率先

点亮的大银幕， 或将为全球

电影产业的创新发展照亮一

片前行路。 越是艰难之时 ，

越是要集结优质资源， 汇聚

精英智库， 沉下心去共同谋

求产业的创新转型。 放眼产

业平台， “云上” 国际影视

市场已吸引了 700 多家展商， 在近半数境外展商

中， 第一次出现华纳兄弟、 索尼、 派拉蒙、 环球

影业等 “电影产业巨头” 的身影。

今年， 必将成为电影市场转型的重要节点。

全球疫情尚不明朗之际， 制作方面， 如何在健康

安全与效率效果中寻求平衡， 也成为电影人应对

的新课题； 而发行方面， 各机构纷纷尝试线上单

片付费、 云观影等机制。 中国影业与市场已作出

不少积极探索。 而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 “线

上线下同观” 模式， 不单是应对疫情防控需要的

非常之举， 同时也具有积极创新、 迎接产业转机

的示范效应。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 线上还

是线下不是一道单选题。 过去几个月来， 在疫情

中艰难崛起、 孕育新机的中国电影市场便是生动

例证： 贺岁片 《囧妈》 转战网播， 三日总播放量

超 6 亿的成功试水， 电影产业在线上的辽阔风景

正在徐徐展开。

光影百年， 伴随见证着人类所经历的种种苦

难与荣光 。 疫情终将会过去 ， 此刻 ， 我们因电

影， 再次聚集起敬仰艺术的美好初心， 重温经典

里人类为之骄傲的珍贵回忆， 获得勇敢前行的动

力， 共同迎接曙光的到来。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进博会筹备重心从招展转向办展
展览规模更大、展商质量更高、招商措施更精准化———

“第三届进博会将于今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如期举办， 筹备工作重心已由招展向

办展转变，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昨天表示，在疫情“大考”

的特殊之年，办好第三届进博会，对我国坚定扩

大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第三届

进博会的洽谈、推介、签约活动进展顺利。 孙成

海介绍，今年的展览规模超过前两届，企业展规

划面积 36 万平方米， 比去年增加 6 万平方米，

增幅达 20%。 签约企业参展面积已达到规划目

标，消费品、医疗和服务贸易 3 个展区签约面积

均已超过规划面积， 汽车展区也已接近饱和，

“今年， 参展企业普遍扩大展览面积， 以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为例， 参展企业平均展

览面积比第二届增加 14%”。 除了展览规模不

断扩大，展区设置也进一步优化。 据悉，今年共

设置六大展区，分别是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

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以及服

务贸易展区。同时，结合全球热点和行业发展趋

势，新设公共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智慧出行和

体育用品及赛事 4 个专区。

值得一提的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传统招

商方式效果受限，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本次

进博会开启“云签约”“云洽谈”“云招展”。 孙成

海介绍，今年展商的质量更高，世界 500 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数量已达到往届规模； 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有 90%的世界 500 强制药企业

参展； 排名前 30 位的医疗器械企业中，70%以

上已确认参展；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全球排名

前五位的化妆品集团已全部确认参展； 更有数

十家企业申请连签未来三届进博会。据悉，多项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将亮相，其中不乏“全球首

发、中国首展”。

前两届进博会已积累了资源宝库， 孙成海介

绍，本次进博会将充分利用前两届采购商数据，加

强精准推介邀请；分析往届成交、海关、信贷等数

据， 梳理出 4 万家进口企业重点邀请，“我们将在

第二届基础上，继续组织招商路演，重心下沉与扩

大覆盖面结合，将采购基地、产业园区、区域消费

中心城市作为重点， 目前已组织七场区域性和两

场行业性路演”。

第三届进博会的企业服务并不局限于招商阶

段，还将不断优化展前、展中、线上、线下供需对接

服务。 据悉，进博局已分展区辑录发布 33 期包括

169 家展商的 638 项展品或服务信息， 定向推送

专业采购商；举办消费品展区展前供需对接会，50

余家参展商与 150 多家采购商现场对接。下一步，

将继续强化展商供应信息和采购需求信息线上发

布，筹备展期大型贸易投资对接会。

进博会一系列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 孙

成海介绍，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正在加紧筹备，本届

论坛将进一步丰富内容，发出更多“虹桥声音”，贡

献更多“虹桥智慧”；继续推进“会员制+注册制”，

吸纳国内外优质企业成为论坛会员。

一版责编/杨 阳
本版责编/徐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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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纪录片《再现康宁汉》：
“我从不描述我的作品，我只去跳”

本报讯 （记者吴钰）2011 年文德斯的 3D

电影 《皮娜 》 曾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热

门， 而今年同样有一部 3D 舞蹈纪录片 《再现

康宁汉》 备受影迷期待。 疫情防控之下， 影院

不会出现 《皮娜》 造访时走廊台阶都挤满人的

场景， 但 《再现康宁汉》 同样将为影迷呈上一

场 3D 视觉盛宴。

《再现康宁汉》 由俄罗斯女导演艾拉·科

福根执导， 调取了大量影像档案， 用约 18 天

时间重新拍摄了摩斯·康宁汉 1942 至 1972 年

编排的 14 支最具华彩段落的舞台作品， 将观

众重新带回到当代最著名舞蹈家之一康宁汉鲜

活的舞台世界。

“我从不描述我的作品， 我只去跳。” 传

奇舞蹈家摩斯·康宁汉 1919 年出生于美国， 20

岁就进入玛莎·葛兰姆舞蹈团， 二战后自立门

户。 他抗拒用 “前卫” 或其他任何标签定义自

己的舞蹈， 而是告诉观众， “任何动作都是可

能的。”

康宁汉的舞蹈作品深受东方美学尤其是禅

宗思想影响， 每支编排的舞蹈都浸入了他的艺

术哲思和灵感。 艾拉·科福根在 2011 年康宁汉

的舞蹈团解散前 ， 曾观看过舞蹈团最后的演

出， “看到 14 名舞者在舞台上朝着不同的方

向前进， 那一幕太令人惊叹了。” 康宁汉的编

舞让每一位舞者既是群舞， 又担当主舞， 消除

了舞台上的 “焦点”，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在不同的角落同步上演， 让观众目不暇接。 科

福根深受震动 ， 于是在康宁汉逝世十周年

（2019 年） 之际以 3D 纪录片致敬， 在电影中

还原当年令人深深沉醉的舞台氛围。

该片曾在汉普顿国际电影节摘得最佳纪

录片奖 。 “有时候 ， 纪录片中不需要叙述 ，

就足以说明一切 ， 就像 《再现康宁汉 》 中的

舞蹈本身 。” 外媒评价 ， “无论舞蹈 ‘小白 ’

还是康宁汉迷 ， 都能通过这部电影前所未有

地深刻体验他的舞蹈艺术。”

影片的一大亮点在于， 科福根不仅用 3D

摄影技术还原了康宁汉舞蹈的激情和哲思， 还

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那里获得

灵感， 运用技术手段将 “舞台背景” 放在了别

具深意的场景中。 精致流畅的画面、 色彩丰富

的服饰和多层次的时空调度， 交织着康宁汉过

去的采访和录像， 阐释了他舞蹈作品深刻的艺

术魅力和美学要旨。

即便是对现代舞、 前卫当代艺术一无所知

的观众， 也能从电影震撼的效果中 ， 获得有

别于剧场的 “舞台观感”， 舞者们将起舞于山

野林间 、 城市隧道 、 高耸的屋顶……细节丰

沛的肢体语言和新鲜独特的场景 ， 放大了舞

蹈的情感张力 。 而 3D 技术更让观众直接进

入了康宁汉所谓 “一个可以发生任何事情 ”

的艺术空间 ， 在他的舞蹈中体验心灵的自由

激荡。 《再现康宁汉》剧照。 资料图片

防控“严”字当头，上海国际电影节“轻”启动
无论方案怎样变，“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都是大前提

自 2 月的柏林以来， 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

认证的电影节还没有一个能在线下成功举办。

这让上海国际电影节牵动了太多目光。 参赛片

征片怎样推进， 嘉宾能否到场， 展映如何开展

等，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着全球疫情形势不断变化， 我们的办

节方案始终在调整中 。 但无论方案怎样变 ，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

都是大前提。”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

霞表示。

7 月 16 日， 国家电影局发布相关通知指

出， 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

实到位的前提下， 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

放营业。 7 月 17 日， 上海发文推进影院复工。

同一天 ，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正式官宣 ， 组

委会特别提到了今年影展的重要变化 ： 全部

线上购票 ， 售票率限于 30%以内 ， 入场需测

体温、 登记信息， 观影时隔排隔座、 全程佩戴

口罩……在排片表正式公布前， 这些 “影迷须

知” 已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除了展映板块 “限流” 之外， 电影节还有

不少调整， 如取消金爵奖和亚新奖评奖、 不邀

请海外来宾、 压缩来宾规模、 不举办红毯盛典

等大型集聚性活动。

“能办已经不易， 办好更加不易。” 傅文

霞坦言， “上海国际电影节能进行影院展映，

得益于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而我

们决不能松懈防控。”

按防疫章程落实、 从观众
需求出发， 沪上29家参展影院
将防疫工作布置到观影全流程

今年电影节， 上海共有 29 家影院、 35 个

影厅参与展映 ， 每个影厅都严格按照 30%的

上座率、 每场间隔为 40 分钟的要求来进行排

片。 所有参展影院有个普遍共识———防疫工作

为重中之重。

上海影城是影迷心中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主会场 ”。 眼下 ， 除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和上海市电影局分别给出的疫情防控指南，

上海影城还多了一套细化的防疫章程 ， 那是

上影集团制定的 《上影影城复工复产防疫方

案》 和 《上影影城应急处置预案汇编》。 按要

求 ， 影城专门成立安全生产小组 、 组织员工

防疫培训 ， 同时对影院内设施全面消毒 、 防

疫工作责任到人。

值得一提的是 ， 今年的观众虽比往年大

幅减少 ， 上海影城依然做足了预案 ， 将观众

的入场流程分成两步走 。 第一步 ， 观众需通

过体温检测 ， 出示健康码及电影票 ， 三项齐

备后 ， 方可进入大堂 。 为此 ， 影城还调整了

专属打票机的位置 。 第二步 ， 观众到达具体

影厅后 ， 需扫描影厅门口的二维码完成实名

登记 。 影城负责人顾艳说 ： “根据观众入场

动线来优化防疫措施， 分成两步后， 能尽量减

少因连续扫码而产生的集中。 ”

天山电影院则从观众需求出发， 提供个性

化防疫服务。同样是消毒，他们按用途细分消毒

剂：喷洒地面的，用 84 消毒液；对扶手、座椅等

与肢体接触的部位，使用对皮肤“友好”的滴露

进行擦拭；作用于空间环境的，喷洒的则是婴儿

级的温和消毒喷雾。在天山电影院，为观众提供

毛毯也是一项夏季空调环境下的特色服务。 今

年，影院为毛毯购置了消毒柜，承诺每次用后即

消杀。此外，影院方还为每位入场影迷准备了特

制的“口罩夹”及一枚口罩。

万达影城五角场店， 为影厅进行全面消毒

的， 是影城请来的专业消毒人员； 大光明电影

院， 对观众可能使用的 3D 眼镜做了不同的预

案； 而红星电影世界吴中路店， 将所有疫情防

控的措施、 影迷入场须知等详细搬到了自家微

信公众号上……

按防疫章程落实、 从观众需求出发， 沪上

29 家参展影院将防疫工作布置到观影全流程。

接下来， 静候影迷安全入场。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