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礼赞建党百年，佳作辉映奋进之路

2021年上海电视节本周日开幕，上海国际电影节400多部展映电影中
303部为首映，6月5日上午8点开票

2021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
委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 宣布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将于 6 月 6 日至 6

月 10 日举行，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将于 6 月 11 日至 20 日举行。 “七
一” 前夕在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举办， 今年的两节将自觉承担礼赞百
年华诞 、 营造喜庆氛围的使命和责
任， 庆祝建党百年这一重大主题主线
将贯穿于所有主体活动板块。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积极应
对全球疫情带来的挑战， 换来了今年
全球影视行业关注的目光和积极的反
馈。 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共
收到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
品近 900 部。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共收到来自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
名影片 4443 部， 为历届最高。 展映
的 400 多部影片中， ?界首映 73 部，

国际首映 42 部， 亚洲首映 89 部， 中
国首映 99 部， 总计 303 部。

本届电视节增设的开幕仪式———

“百年风华， 视听共享” 视听中国全
球播映启动仪式将正式拉开今年影视
节的大幕。 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 、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第 24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致敬建党百年，聚焦
主旋律创作

上海电视节开幕仪式 、 “白玉兰
绽放 ” 颁奖典礼 、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盛典和金爵奖颁奖典礼 ， 在这些大
型活动中 ， 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无疑是
最大亮点 。 不仅如此 ， 白玉兰电视论
坛 、 金爵电影论坛 、 白玉兰国际电视
节目展播和国际电影展映 、 电视市场
和电影市场 、 互联网影视峰会等活动
也将紧扣这一主线。

电影节展映板块的 “百年征程·红
色光影” 特别单元将集中展映 《永不消
逝的电波》 《南昌起义》 《英雄儿女》

等多部聚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优秀国产影
片； 白玉兰电视论坛和金爵电影论坛以
“新时代精品电视剧创作新趋势” “主
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 等主题， 探讨
影视人如何选好题材、 讲好故事， 推动
中国影视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 电影市场 “红色光影，

致敬百年” 庆祝建党百年电影海报展，

连同电视市场 “理想照耀中国” 重点电
视剧海报展将以另一种方式展现我国新
时代影视创作生产百花齐放、 雅俗共赏
的格局；“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辉
煌 2021”的主题，回望 2020 年影视领域

成就、 展现 2021 年影视产业趋势。

充分发挥平台价值，
影视节辐射力再提升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承载着中国电影强势复
苏领跑全球的精气神， 平台价值越来越
受到各方认可。 本届影视节将通过推出
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进一步完善人才培
育体系、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提升影视
节的集聚力。

以 “立足亚洲、 关注华语、 扶持新
人” 为办节定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继
续完善发现人才 、 扶持人才的办节机
制。 由上海市电影局指导、 上海国际电
影节和戛纳电影市场联合发起的 “SIFF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将首
次亮相。

2020 年 ，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
疫情之下 ， 通过从线上寻找创新突破
口， 并将其转化为成功举办的机遇， 为
全球影视节的举办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今年， 影视节进一步梳理数字化转型的
办节思路， 恢复线下举办电视市场和电
影市场， 保留打通电影节和电视节的国
际影视云市场 ， 完成从 “线上辅助线
下” 到 “线上线下双平台” 的转变。 今
年， 注册电视市场的展商近 170 家， 注
册电影市场的展商近 200 家， 注册国际
影视云市场的展商为 401 家 ， 去重之
后， 今年海内外参展展商共计 750 家，

超过 2019 年电视市场和电影市场的近

600 家。 同时， 今年海外展商共计占比

53.4%， 同比 2020 年有所提升。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学堂， 凭借
电影节多年来积累的深厚资源， 邀请中
外著名电影人以大师班形式， 与从业者
分享创作经验， 为影迷释疑解惑。 今年
的大师班仍将以打破时空界限的线上线
下连线方式进行， 让中外电影名家展开
云上交流 ， 向广大从业者和影迷呈现
“正在进行时” 的电影人前行风采。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还加强
了长三角地区的联动， 策划了一系列长
三角电影产业相关活动， 如电影市场的
“长三角电影主题馆”， 长三角电影公司
及影视拍摄基地的推介和洽谈等。 “一
带一路” 电影周首次将展映活动推送至
南京、 苏州、 杭州、 宁波、 合肥五个城
市， 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次于电
影节期间在上海以外的城市举办影展。

引领行业风向，文化
节庆惠民

多年来， 上海电视节和上海国际电
影节在办节体量不断扩展的同时， 品牌
专业度、 国际性和影响力都跃升到了新
的高位， 逐渐成长为中外影视文化交流
互鉴、 人民群众共享?界影视文明成果
的大平台。 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引领风
向、 激励创作的专业平台， 白玉兰奖一
直是业内公认的风向标。 今年入围 “最
佳中国电视剧” 的 10 部作品都是现实
主义力作， 更有 6 部为重大题材剧集。

这些荧屏精品力作集中展现了我国电视剧
创作主旋律突出、 正能量强劲的鲜明时代
特色， 更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了浓厚的荧
屏氛围。

今年 “白玉兰奖国际电视节目展播”

将从 6 月 6 日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四个
频道 ， 展播 37 部 、 共计约 80 集优秀国
际电视节目 ， 线下惠民放映活动将于 6

月 6 日开启。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售票根据疫情防控规定仍将在线上进行，

每场售票率不超过 75%。 本届电影节官
方指定售票平台淘票票将于 6 月 5 日上

午 8:00 开票 ， 排片表将于 6 月 3 日
晚发布。

总是为影迷所津津乐道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展映， 今年范围也将从中心
城区扩大至嘉定 、 青浦 、 松江 、 奉
贤、 南汇五个新城， 为新城构筑市民
品质生活赋能， 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
电影节的辐射力。 首次推出的 “影像
滴水湖·48 小时挑战赛 ”， 以国际上
流行的 48 小时创意影像比赛新玩法，

用青年影人的镜头， 展现临港新片区
的宜居、 宜业。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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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红色地标打卡指南”
100处漫画地标、150幅各类图照、56个音频……少儿版《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面世

100 个红色故事、 100 个漫画地标、 150 幅各
类图照、 56 个音频……六一儿童节之际， 一部专
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少儿版 《光荣之城： 上海红色
纪念地 100》 昨天在沪首发。 全书图文并茂地立体
讲述上海革命地标故事， 让党的诞生地的红色记忆
“可看可听可打卡”。

少儿版 《光荣之城》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
会策划主编， 两位 80 后新生代党史人马婉、 张鼎
合著。 书中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的革命遗址遗
迹为聚焦点， 精心撷选具有代表性的 100 处红色纪
念地， 并对照绘制漫画， 分日出东方、 领导中枢、

先驱足迹、 红色文化、 浦江堡垒、 英烈丰碑、 峥嵘
岁月等七大板块。

红色文化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 如何帮助青少
年亲近党史， 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光荣之城》

在图片、 音频等视听化多元呈现上下功夫。 比如，

书中插图包括历史老照片、 建筑手绘作品、 现代摄
影等不同类型， 让青少年能够看图说话 、 看图学
史， 在趣味阅读过程中丰富对红色地标的认识， 明
白上海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从而留下
鲜活具体的红色阅读记忆。

作为 “百年百章” 上海市红领巾学党史争章地
图系列活动配套用书， 少儿版 《光荣之城》 与争章
地图彼此呼应， 以 100 处红色纪念地和纪念地故事
为主要内容， 结合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 采用红色
研学路线的形式讲述党史， 鼓励少先队员打卡红色
地标， 令孩子们身临其境感知百年来风云激荡的热
血岁月。 业内评价， 红色题材图书与 “红色打卡路
线” 的创新融合， 把有深度的故事讲得有温度， 把
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精彩 ， 有助于党史学习教育
“活” 起来， 让孩子们 “动” 起来 ， 从 “要我学 ”

变为 “我要学”， 从 “我来听” 过渡到 “我来讲”，

从而感染鼓舞更多年轻学子， 让他们感受革命先辈
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上海设计了
一系列红色线路， 引导青少年开展 “行走党课 ”，

掀起追寻红色足迹的热潮。 书中逐一记录了多个遗
址与故居的现今地址 、 特征与样貌 ， 便于 00 后 、

10 后按图索骥依址前往打卡参观， 在行走中了解
党史、 学习党史、 熟悉党史， 形成穿越时空、 历久
弥新的生动效应。 比如， 写到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遗址时， 当年布置会场的情景如今读来
仍惊心动魄———在一栋石库门房子里， 为了会议安
全， 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 将二楼会场布置成
英文补习班课堂， 会场内有黑板、 讲台和课桌椅，

每位代表还有英文课本。 参会的高鼻深目的维经斯
基装扮成 “外教”。 此外， 还找了一位苏北女工在
楼下放哨， 一旦有情况， 就拉响楼梯口响铃， 楼上
的代表们就会赶紧收起文件， 拿出英文课本， 佯装
补课学习的样子。 就这样， 中共四大在秘密 “补习
班” 氛围中拉开帷幕。

除了图文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历史 ， 本
书还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 “启航之路·微听
上海” 项目联动， 收录了 56 个红色纪念地的生动
音频， 用声音演绎红色地标故事， 串联红色文脉，

普及党史知识。 即使是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 ， 也
可随时随地扫码听书 ， 以声音代替阅读 ， 了解红
色地标背后的故事 ， 是一本 “听得进 、 记得住 ”

的红色图书。

《走进树德里》1∶70复原中共一大纪念馆
助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可触可互动

国内首套红色场馆全景创意立体书在党的诞生地上海首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位于
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树德里
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重要实物见证 。从红色起点出发 ，国内首套
红色场馆全景创意立体书 《走进树德里》前
天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首发，引领学子直观了
解百年党史和光荣之城的城市精神，为青少
年“四史”学习教育注入新动能。

总高211毫米 、 全长471毫米 ， 包含比
例为1∶70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模型与12页立体
书 ， 对照阅读中全方位呈现树德里风貌
……原创立体书 《走进树德里 》 以树德里
为重点 ， 以上海的红色地标 、 石库门建筑
为主角 ， 借助精巧的建筑模型和全景折叠

立体书形式 ， 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场景 ，

由中共一大纪念馆 、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
务中心编写 ， ?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
社出版。

精准的建筑模型和俯瞰视角是这套立
体书的两大亮点 。 专业建筑设计师团队通
过多次实地测绘、 研究图纸， 精准 “复刻”

出树德里的建筑原貌和中共一大召开的场
景。 翻开这本立体书， 12 个页面以由远及
近的俯瞰视角展示出黄浦江两岸 、 “红色
一公里”、 石库门建筑、 树德里、 一大会址
内景和一大代表使用的会议桌 ， 形成了从
城市到街道、 从石库门到会议场景的切换。

每一个打开的页面上 ， 建筑模型 、 图像与
文字相辅相成， 红色文化和史料相互呼应，

不仅展示了上海的城市风情 、 石库门的知

识， 也传达出早期建党的艰辛历程。 书中还提
供大量珍贵历史文物作为搭建 “道具”， 如第
一本 《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 李大钊的打字机
等。 全书采用上?纪 20 年代盛行的版画为视
觉主题， 让岁月深处的上海记忆愈发鲜活。

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需要挖掘整理和多元
开发 。 近年来 ， 沪上出版界为深入挖掘上海
“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红色文化资源，

生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一系列文化
精品。 立体书 《走进树德里》 正是上海出版人
结合城市精神、 红色血脉与城市文脉的生动实
践， 为青少年学习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小朋友
们在动手拼搭的过程中， 既能了解上海典型建
筑石库门的风情特点， 也走进了中共一大召开
的历史场景， 爱国爱党的教育在立体互动中更
加可触可感、 可亲可近。

业内评价， 这套书以独具一格的创意设计
激发广泛的阅读研究兴趣， 将 “四史” 知识融
入日常的阅读体验， 唤起新时代青少年对党的
诞生地的崇敬与热爱， 增强 “Z ?代” 读者的
家国认同感。 “借助丰富的馆藏资源开发立体
书， 希望在六一儿童节之际， 为全国青少年提
供鲜活的党史知识， 留下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
的红色记忆。”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表示。

昨天， 中共一大纪念馆附近的卢湾一中心
小学的四位小小讲解员来到现场， 分别用普通
话、 英语、 沪语讲述纪念馆的建筑布局和历史
故事， 童言童语展示了上海青少年学生的红色
情怀与国际视野。 据悉， 该小学与中共一大纪
念馆合作， 十多年来累计培养了 1000多位小小
讲解员， 为进馆参观的同龄人提供讲解服务，

让党史学习教育更为生动活泼， 易于理解。

▲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党史学习读物 《光

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少儿版在沪首发。

茛创意立体书 《走进树德里》 在沪出版， 精准复原中共一

大会址等红色地标景观， 向青少年生动讲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

的革命故事。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