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今年年底

前本市将再添

三 处 郊 野 公

园： 以近郊都

市森林型为特

色的浦江郊野

公园、 以近郊

休闲型为特色

的嘉北郊野公

园以及以郊野

文化遗址为特

色的广富林郊

野公园。 图为

7 月开园的 浦

江郊野公园效

果图。 （市规
土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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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打造“土地整治 ”创新平台

沪实施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三年计划进展情况公布

本报讯 （记者李静）在 6 月 25 日第

27 个全国土地日来临前夕，市规土局昨

天发布本市三年来全面实施低效建设用

地减量化工作的进展情况：到今年年底，
全市计划完成“198 区域”低效建设用地

减量化项目立项 2750 公顷， 验收 2050
公顷；截至 6 月中旬 ，已完成立项 4055
公顷 ， 超额完成计划 ， 同时 完 成 验 收

1681 公顷。 据透露，在大力推进低效建

设用地减量化的同时， 本市将率先打造

“土地整治+”创新平台 ，跨界融合文体

活动、自然教育、艺术、互联网金融等因

素，为土地整治附能增值，放大土地整治

服务农村的效能。
上海作为国际化特大型城市， 面临

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其中，建
设用地规模接近极限。 为有效破解土地

资源瓶颈， 本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用

地规模负增长、 大力推进规划城镇集中

建设区外低效建设用地减量 化 工 作 目

标。 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建设用地结

构不够合理，工业比重过大、公共服务用

地偏少、生态用地不足，其中规划城镇集

中建设区外工业用地约 198 平方公里，
简称 “198 区域 ”，这一区域的工业占全

市工业用地比重接近 1/4，工业产值占比

却不到 10%，成为土地整治的重点。 经

过三年整治，已集中清退了大批“三高一

低” 工业企业， 并归并大量集体建设用

地，“空”出来的土地要“种”些什么，成为

土地整治新阶段的思考。 在保证土地生

态效果的同时 ，本市提出 “土地整治+”
理念，深拓整治后土地数量、质量、生态、
资源和人文等方面的价值。 低效建设用

地减量化工作开展三年以来， 在曾经负

重前行的工业用地之上，现代农业、自然

教育、文体活动蓬勃发展，土地焕发新的

活力。

申城再添三处免票郊野公园
浦江、嘉北、广富林郊野公园将分别于7月、9月、10月陆续开园

本报讯 （记者李静） 市规土局昨

天公布， 今年年底前， 本市将再添三

处郊野公园： 浦江郊野公园、 嘉北郊

野公园和广富林郊野公园将分别于 7
月、 9 月和 10 月陆续开园。 未来， 本

市 21 处规划建 设 的 郊 野 公 园 中 的 剩

余各园将 “成熟一处， 向市民开放一

处 ”， 原则上全部坚持公益性 ， 不 收

门票。
市规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专门

设立的市郊野公园建设联席会议将协

调各部门统筹布局、 完善各郊野公园

周边配套交通， 方便市民游客前往休

闲游乐。
据介绍， 本市首批七座郊野公园

规划总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 其中正

在实施的一期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 一

期 内 开 园 面 积 约 30.6 平 方 公 里 。 前

期 ， 金 山 廊 下 郊 野 公 园 已 于 2015 年

10 月率先开园； 2016 年， 长兴岛、 青

西郊野公园开园。 首批七座公园各有

特色： 廊下郊野公园以 “农” 为特色，
嘉北郊野公园以近郊休闲型为 特 色 ，
长兴郊野公园以远郊生态涵养型为特

色， 浦江郊野公园以近郊都市森林型

为特色， 青西郊野公园以远郊湿地型

为特色， 松南郊野公园以滨江生态森

林型为特色， 广富林郊野公园以郊野

文化遗址为特色。
实践证明， 郊野公园不仅满足市

民休闲需求， 还带动了农民增收。 最

先开园的廊下郊野公园， 仅今年上半

年就已吸引游客 56.18 万人次 ， 创收

1000 多 万 元 ； 长 兴 岛 郊 野 公 园 自 去

年 9 月底建成测试运 营 至 今 年 2 月 ，
共 接 待 中 外 游 客 约 36 万 人 次 。 同

时 ， 郊 野 公 园 也 为 当 地 农 民 带 来 看

得见、 摸得着的利益， 带动了农产品

销售。 比如， 廊下郊野公园离枫叶岛

较近的板扎猕猴桃基地和天母果园每

逢双休日人流量约 800 人次， 日均营

业 额 在 一 万 元 上 下 ； 锦 江 中 华 村 农

家 乐 五 个 双 休 日 共 接 待 6121 人 次 ，
客 房 总 住 宿 493 间 ， 总 营 收 超 过 40
万元 。

郊野公园通过田间基础设施延伸

和配套， 多数建成了优质耕地和基本

农田 ， 扩容了乡村绿色空间 。 同 时 ，
通过疏浚河道和建设林网、 岸坡防护

绿化等改善了区域田间小气候， 提升

了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保护了生物多

样性， 清除了区域污染 “毒瘤”， 改善

了资源环境。 市规土局综合保护处处

长黎而力介绍， 郊野公园还不断激活

市郊乡村原本 “沉睡 ” 的独特 资 源 ，
为当地居民和市区游客提供了休闲游

憩的生态、 文化空间。

为公众创新创业提供数据参考
《浦东新区市场主体发展状况白皮书》昨首发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让大数据说

话 ， 充分挖掘市场主体数据 的 内 在 价

值———作为浦东新区创新政府服务方式

的一大尝试，首份《浦东新区市场主体发

展状况白皮书》昨天对外公布，让“深藏

闺中”的市场主体发展数据揭开面纱，为
社会公众创新创业、 政府部门优化服务

提供数据参考。
据介绍， 开展市场主体发展状况分

析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是体现“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

放共享的积极尝试。
本次发布的2016年度白皮书， 主要

分为基础数据、活跃状况、区域特色等三

大板块。 数据显示，在自贸试验区企业发

展状况和各片区情况方面，浦东新区市场

主体发展呈现出四大鲜明特征。一是产业

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2016年，浦东新区的

产业政策导向更加清晰，制造业与战略性

新兴行业、“四个中心”建设相关行业企业

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二是企业品质不断

提升。 2016年新设企业集团、股份公司均

呈持续增长态势， 年度新设企业平均规

模大于往年。 数据显示，浦东新区正成为

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的地区。 三

是外资企业持续集聚。 2016年，浦东新区

新设外资企业2686户， 占上海市总量的

近一半 ；注册资本1762.46亿元 ，超过上

海市总量的70%， 表明浦东新区正成为

上海市引进外资的桥头堡。 四是民营、小
微企业稳步发展。 截至2016年底，浦东新

区共有私营企业21.78万户， 注册资本3.8
万亿元 ， 分别占全区市场主 体 总 量 的

58.39%和49.10%，绝对量和增长量均为各

类市场主体最高。
据介绍，这次发布的白皮书是浦东新

区市场监管局向社会开放共享市场主体

大数据的首次尝试，今后将在白皮书的基

础上，梳理形成标准模板，建立长效机制，
每年公开发布。

上港队被乙级队三度逼上绝路
申城三队齐进足协杯八强

一项国内纪录在昨天的足协杯赛场

上诞生， 但这对于比赛最终的胜出方上

海上港队而言可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在

昨天举行的中国足协杯 1/8 决赛中， 几

乎派出可出场全部主力的上港队， 直到

点球决赛第 17 轮方才艰难胜出， 而这

支中超豪强的对手只是在乙级联赛位居

中游的苏州东吴队。 这本应是一场毫无

悬念的较量， 但顽强的苏州东吴先后三

次将上港逼上绝路。

“我们把比赛拖到了点球大战， 每

一位球员都拼尽全力。 我为队员们的表

现感到骄傲。” 苏州队日本籍主帅内田

一夫赛后如此说， 但这样的表述远不足

以体现苏州队员们所表现出的 顽 强 斗

志。 第 45 分钟， 苏州东吴前锋卞俊门

前捡漏得手。 下半时， 围攻对手的上港

队显得办法不多， 倒是对手错过了几乎

提前锁定胜局的良机。 直到比赛前最后

一刻， 上港队才由武磊扳平比分， 把球

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点球决战前四轮双方全部命中。 第

五轮， 先罚球的上港队李圣龙的射门被

对方门将直接按住， 幸运的是， 苏州球

员池星晨的罚球中柱弹出， 上港第二次

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第六轮， 石柯推

射球门右侧再被对方门将扑出， 可对方

球员勾俊晨居然又将点球踢飞， 运气第

三次帮助上港死里逃生。 直到第 17 轮

方才分出胜负， 上港队侥幸晋级。 此前

中国足坛互射点球轮数最多的纪录要追

溯到 2011 年， 当时陕西人和与广州恒

大在足协杯第二轮经历了 13 轮互射点

球才分出高下。

这样一场 “苦胜”， 对于精锐尽出

的上港确实有些尴尬， 主帅博阿斯赛后

也直呼幸运， “点球大战实在太疯狂，
我必须说对手今天做得非常不错。 而我

们表现得并不好 ， 不管是整体 还 是 个

人。 虽然结果让我们很开心， 但是我们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在昨天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中， 上

海申鑫客场与杭州绿城 1 比 1 战平， 同

样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对手晋级， 而绿地

申花在主场凭借瓜林的进球 1 比 0 力克

老对手北京国安 ， 也 抢 得 一 张 八 强 门

票 。 下 一 轮 ， 上 港 将 遭 遇 天 津 权 健 ，
绿地申花对阵山东鲁能 ， 上海 申 鑫 则

与江苏苏宁一较高下， 1/4 决赛的比赛

将采取两回合制， 首回合于 7 月 18 日

至 20 日举行， 次回合于 8 月 1 日至 3
日展开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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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小传

快 评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一个导演的头脑风暴、诗和远方
———评大卫·林奇4K修复版电影《双峰镇：与火同行》

柳青

电影《双峰镇：与火同行》的第

一个画面，一台电视机被砸了。
这其实是导演大卫·林奇任性

又孩子气的“报复”，发泄拍电视剧

《双峰》时被电视台约束手脚的不痛

快。 4K 修复版的电影《与火同行》在
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时，《双峰》时隔

25 年后重启的第三季，正在网络平台

上播出———似乎这部电影的命运总

是和剧集交叉着，或者说，林奇这个

过分异想天开的美国导演， 总在电

影和电视之间摆渡他的文艺野心。
如今，两季电视剧《双峰》的成

就已盖棺论定，被认为是 1990 年代

美剧的先行者 ，在行业 内 掀 起 “品

质剧集”的风暴，没有它作开拓者，
美剧可能还在 “罐头笑 声 ”的 低 水

准游戏里打转 ，不会诞 生 《黑 道 家

族》《24 小时 》《X 档案 》《权力的游

戏》 这些挑战电影地位的高水准剧

集。 然而在 1990 年，林奇要不是走

投无路， 万万不会跑去电视台拍个

电视剧，当年好莱坞的行规默认，电
影导演去给电视台打工， 那是落魄

到过不下去了。 好莱坞容不得林奇

“乱来”， 电视台的尺度也不见得大

多少， 现在被当作艺术水准标杆的

《双峰》， 当年实则是导演和制作方

艰难拉锯的结果， 是喜闻乐见的肥皂剧文

化和高度个人风格的超现实主义美学之间，
互相迁就凑合的产物。 林奇在好莱坞拍不了

自己想拍的电影，在电视台的打工经历也不

算畅快， 所以电视剧拍到一半， 溜号去拍

《我心狂野》，得了戛纳的金棕榈奖，回去如

愿以偿拍《与火同行》。某种意义上，这电影

从内容到风格都是为剧集《双峰》“找补”。
林奇的电影从来不缺五花八门的 “解

读”，所谓的“死忠粉”能在影片里找到层出

不穷的隐喻和用典， 足够写出一部索引巨

作。 当然，作为“爱的表现”也无可厚非，但
是在 “看懂 ”和 “看不懂 ”之间划清楚河汉

界，未免有些虚妄。 重看《与火同行》，想起

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在 《文本盗猎

者》里的一个重要论点，《双峰》和《与火同

行》被看作是研究电视/电影粉丝文化的重

要案例，詹金斯分析了粉丝的性别构成，发
现男粉丝以“考据”和“解谜”为乐事，而女

性影迷并不关心“细节”背后的真相或“视

觉符号”引发的复杂的能指和所指，她们注

重于影像制造的“感受”，沉迷于那个萧条

小镇里一段又一段让人心碎的人际关系。
25 年过去了，电影《与火同行》的地位

已经被匡扶， 它不再是那部在戛纳影展被

冷嘲热讽的“脑洞乱开的肥皂剧”，然而它

也确实谈不上是“伟大的艺术品”，搁置在

浩荡的时间长河里， 对它恰当的定位应该

是“一部有趣的佳作”。 《与火同行》让我感

到奇妙的是， 这部拍摄于 1990 年代初期、

以 1950 年代的美国偏僻小镇为背景的

电影， 仍然能制造惊异的情感体验，抛
开纠结于电影手法的智性负担，它记录

了生活中隐秘的、坚硬的、难以被接受

的瞬间，也幻化了它们，而这些“盘踞于

心却说不出口”的瞬间，验证着生活和

生命的本质。
《与火同行》并不是一部复杂的电

影，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纯

真的女孩被残忍恐怖的父亲毁了，一

座平静安康的小镇， 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 每个人带着罪恶的秘密苟延残喘

地活着，女孩的死，拉开了恶之花的帷

幕。 剧集和电影里的“库珀探员”是导

演林奇的化身， 他们用梦境的想入非

非逃避现实的罪与罚， 用梦的双眼打

量纯真的覆灭，为之悲悼。一桩女高中

生的 命 案 把 探 员 们 带 到 这 座 群 山 深

处、死水微澜的小镇，远处云雾笼罩着

冷绿的山峰，而镇上阳光明媚，等到夜

色降临， 又有多少疯狂的堕落在黑暗

的遮掩中发生……其实比起被津津乐

道的 “梦境红房间 ”，这 些 看 起 来 “日

常”的画面反而冲击力更大，林奇在肥

皂剧的俗艳和创伤表达之间， 找到一

条狭窄的通道， 创造了一部直接且直

白的电影———用放纵祭奠纯真， 以颓

废掩饰哀伤，那是他记忆里 1950 年代

的美国，是他的童年往事，也是“最坏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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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故事VS全球化语境
如何实现跨文化共鸣？

“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上，多国电影人热议———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中，各国电影人正谋

求 更 广 阔 的 国 际 市

场，在产业各个方面

谋求深度合作。要走

出国门，就要克服语

言和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语境下，寻
找文化与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可

在探索过程中，似乎“太国际化”也会

失灵。 日前在“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

桌论坛上， 来自爱沙尼亚的塔林黑夜

电影节国际交流部总监汉内斯·阿瓦

透露, 近年来有些影片报名参与国际

电影节时被婉拒， 就是因为缺少本土

特色。 如何权衡本土故事与全球化语

境，成为各国电影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全球化语境里更应保
持本土特色差异竞争

谈到当下各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挑

战， 来自亚洲和欧洲的12个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的电影人有着同样的感

受： 好莱坞所代表的商业娱乐电影在

全球电影市场都具有强势的地位。 波

兰电影委员会项目经理安娜·狄杰德

斯克介绍 ， 在波兰院线本土电 影 只 占

20%，更大的市场被美国大片所占据。 比

起“好莱坞制造”盘踞的各国本土市场，
好莱坞电影制作输出的商业套路更有冲

击力———似乎唯有国际一线明星领衔、
巨额投资、视觉冲击力强，加上全球化的

故事，才能立足世界。
然而，在其商业娱乐属性之外，电影

更重要的是对艺术表达的坚持， 尤其是

向海外输出的电影， 还承载着展示本土

文化的重要功能。事实上，也只有在输出

中保留本土文化特质， 才能够在千篇一

律的好莱坞流水制作中脱颖而出， 赢得

更广泛观众的注意。 “无论语言有什么

区别，文化有怎样的差异，爱、友谊和人

性探讨等话题始终是观众感兴趣的，只

是每个电影人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呈现不

一样。”立陶宛维尔纽斯国际电影节行业

主管瑞塔·斯坦内利特这样说。作为本届

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参赛影片， 以色列

影片《静默之下》聚焦战争给普通人带来

的精神创伤。 导演埃雷兹·米兹腊希说：
“我们的国家经历不少战乱，给国家带来

的物质破坏是显见的， 而战争幸存者遭

受的心理创伤通常被忽视。”希望通过这

样一个切口，不仅向观众普及“战后心理

综合征”这样一种心理疾病，同时也以此

呼唤和平，触达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深入的对话合作有助于实
现跨文化共鸣

如何让本土故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实现“跨文化共鸣”？在各国电影人看来，深
入的对话交流成为前提。 上海国际电影节

正致力于贯通“一带一路”电影文化输出交

流线，为观众打开更丰富的文化视窗。
本届电影节收到“一带一路”沿线47个

国家申报的1016部影片。 不丹电影 《嘿玛

嘿玛》中的喜马拉雅原始密林；阿富汗电影

《依依惜别》中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印度

电影《追梦》中对披萨无比渴望的少年……
透过这些影像，展现的不只是“一带一路”
沿线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也探讨了自然、
和平等人类共通的话题。在立陶宛、马来西

亚、埃及、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电影节或艺术

交流平台，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和中国影

人同样也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
联合制作则为交流对话提供了更具实

践性的途径。本届电影节上，中国和塞尔维

亚合拍片《萨瓦流淌的方向》正式签约。 影

片将以一个中国旅行作家的视角， 展现塞

尔维亚的风土人情。 而哈萨克斯坦国家电

影集团销售总监戴安娜·阿什莫娃透露，将
与中国联合拍摄一部作品， 聚焦上世纪40
年代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

文化 城事

上海去年票房位列全国城市之首

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昨天，

上海市影视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

金辉在电影节上透露： 上海电影市场

票房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并在

2016年以30.3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票

房首位。同时，上海在影院数和银幕数

方面也在去年首次超过北京。
随着市场影响力扩容， 上海出品

的力量也稳步提升。 2016年上海备案

的电影404部，出品完片80部，进入院

线放映的有31部，总票房52亿元，各类

指标均大幅超越2015年。 值得一提的

是， 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中先声夺人的

《建军大业》。该片由刘镇伟执导，黄建

新担任监制， 将展现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立的雄奇篇章。很少有人知道，片中

有几个重要场景是在上海完成拍摄，并

且动用到了特殊场地。襄助一臂之力的，
便是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 2014年10
月，上海九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上

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紧扣制约上海

电影发展的瓶颈问题， 出台七大项政策

26条，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多来，这些电影政策正逐渐显现效应。

近几年，上海还通过不断引企引资，
筑巢引凤， 使电影产业总体规模日益壮

大。 目前，传统影业巨头博纳影业，互联网

巨头阿里影业都设立了上海公司； 深耕技

术的米粒影业、奥飞影业等纷纷抢滩上海；
洪金宝、陈国富、毕赣等人也把工作室安在

上海。 与此同时，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上
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相继成立， 这些举措

都为上海电影未来发展蓄力、蓄人。
据悉， 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扶

持政策， 将进一步把上海打造成高科技影

视创制的高地，构建全国领先的工业体系。

大卫·林奇

美国导演大卫·林奇的作品以
超现实主义风格著称。

他的处女作长片 《橡皮头》确
立了他的大部分创作的主题和风
格，以表现主义风格探索日常生活
中的边缘，在亦真亦幻的情节中表
达对父权的恐惧和抵抗。 在《象人》
《蓝丝绒》《穆赫兰道》等作品中，主
角们总是陷入噩梦般的残酷世界，
导演用意识流的手法展开叙事，电
影风格悬浮于两个极端之间，把天
真无邪的儿童视角和张牙舞爪的
心理恐怖结合在一起。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

《双峰镇：与火同行》讲述了一桩女高中生的命案把探员们带到群山深处

的小镇，那里呈现了导演记忆里 1950 年代的美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