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史博臻

■ 今年中国医师节当日， 中国医师奖
公布 ，钱文昊等五名上海医师获奖 ，钱文
昊是上海唯一上榜的基层牙医 。 这份荣
誉，是他20多年扎根基层当好 “居民身边
好牙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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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夜市点亮申城文娱消费“不夜天”

七大剧团近40场演出轮番亮相深受欢迎，成为抖音打卡新网红

“白天游园， 夜间看戏， 大世界又好

白相起来了！” 昨晚， 为期五周的大世界

演艺夜市第一期落下帷幕， 但观众游客仍

意犹未尽。 家住西藏南路的退休教师张秀

萍夫妇， 赶来听了 《金岩的童话镇》 相声

专场， “所有的演出都完美打卡， 很喜欢

这样的夜生活。”

“我是哈尔滨人 ， 但我小时候就知

道， 大世界是上海人的游乐园。” 音乐剧

演员孙豆尔在大世界主舞台连演了三场

《梵高》 音乐会， 他感受到了演艺夜市给

上海观众带来的独特体验， “有专门过来

捧场的剧粉 ， 也有坐在一边喝咖啡的普

通游客 ， 还有一些带孩子过来纳凉的周

边居民 ， 但是他们都坐在那里 ， 听完了

整场演出。” 这种融入感源于他们对大世

界的热爱 ， 源于他们对上海文化品质生

活的期待。

7 月 31 日开幕的大世界演艺夜市 ，

在每周五与双休日晚为观众奉上了精彩优

质的各色节目。 来自七个剧团的近 40 场

演出在这个游乐场的各个空间亮相。 与此

同时， “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 也全

程无休， 吸引不少专业游客前来对接演出

项目， 目前平台已累计达成交易意向超过

千万元。

非遗与潮文化主题走
红抖音，让大世界“破圈”

位于黄浦区西藏南路的上海大世界，

曾经是老上海最吸引市民的游乐场。 游乐

场内设有大小戏台， 轮番表演各种戏曲、

曲艺、 歌舞和游艺杂耍等， 还设有电影、

商场 、 小吃摊和中西餐馆等 ， “逛逛吃

吃” 可以玩上一整天。

如今大世界迎来了全方位的转型升

级 ， 一系列非遗主题元素场景———潮装

置、 嗨演艺、 趣手作、 乐市集与闹游园，

为消费者打造一场涵盖 “吃喝玩乐” 的非

遗文化盛宴 。 “文化很古老 、 样式很新

潮”，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怀旧与先锋的

交织， 营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娱消费场景，

上海大世界俨然成为网络达人们热衷的拍

摄地。 茛 下转第五版

”想象力赶不上科技发展速度的年代，现实世界能否给创作提供超级灵感———

“这场新冠疫情也许会给您的科幻创作

提供超级灵感。”不久前，作家达世新给科幻

小说家刘慈欣发去这样一条短信， 他意识到

人类遭遇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挑战， 为科幻小

说提供了很大的下笔空间。

在人们印象中， 科幻作家是一群描绘未

来的人：无论是漫游未来的小灵通，还是遨游

海底的铁皮船，科幻之笔早就“到达”了几十

年后的世界，但要描绘当下正在发生的事，科

幻做得到吗？

在新近举行的上海科幻影视产业论坛

上， 嘉宾们给出的看法却出乎意料。 他们认

为，《三体》 等科幻小说的成功并非源自不切

实际的“天马行空”，而恰恰是对生活的洞见。

在科幻小说的前沿性甚至不如实验室水平的

当下，科幻想要突围，或许需要在现实生活中

寻找与读者的共鸣。

科技发展会 “抹杀 ”一部
分科幻创意

在《三体》第三部出版至今的10年间，刘

慈欣没有新的长篇问世，他给出的解释是，每

天都有新技术诞生，每天都有新创意产生，借

助互联网的力量， 这些新技术和新创意很快

就能被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作为一个力求“一

鸣惊人”的科幻作家，想要推出令人震撼的作

品，越来越难了。

“科技发展固然会促进科幻创作， 同时

也会 ‘抹杀’ 一部分科幻创意。” 上海交通

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说。 上个世纪的科学家

经常在主流科学期刊上讨论如何向 “火星

人” 发射信号， 或是想象太阳上的 “居民”

是如何生活的。 更早的时候， 天文学家开普

勒曾在 《梦》 一文中饶有兴致地幻想了一种

身材庞大、 成长迅速但生命周期短暂的 “月

亮居民”， 但随着人们对月亮的了解越来越

多， 这样的幻想消失了。

在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看来 ， 科学的本

质是追求可验证 、 可重复的真理 ， 但某些

事物恰恰是因为得到了验证 ， 便不具备想

象的空间了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新晋星云

奖得主江波认为科幻某种程度上钻了科学

的 “空子” ———当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还处

于模棱两可的境地时， 科幻作家不妨抓住机

会奋笔疾书。 茛 下转第三版

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转过三道“旋转门”，

中国网剧迈向精品化进击之路

当下网剧呈现三大趋势：短剧当道、IP稳步孵化取代盲目开发、剧场化品牌垂直运营

曾被视为“品质洼地”的网剧正大踏步

迈向精品化道路。 这样的评价不仅来自于

网络观众———体现在新播网剧《穿越火线》

《雾山五行》《隐秘的角落》等越来越高的豆

瓣评分上； 也成为业界共识———今年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 一口气将七个重要奖项

颁给《破冰行动》《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

等优质网剧。以上种种，改写了网剧过去制

作粗糙、内容悬浮、演技浮夸的印象，也释

放出积极信号———剑走偏锋的投机与盲目

改编大IP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市场更青睐

于具有内容创新与价值输出的精良之作。

盘点近年口碑热度双赢的网剧会发

现， 这些作品在面临创作惯性与开发运营

模式的“旋转门”之时，无一例外转向了近

年来影视剧饱受诟病的相反方向———拍短

剧而不是为拉长集数一味给剧情 “注水”；

孵化开发原创IP而不是天价囤积IP； 剧场

化多品牌运营而不是押注于少数头部爆

款。转过了这三道“旋转门”，中国网剧的精

品化道路或将更宽阔。

剧集长短之门
剧情注水留不住用户，

短小精悍反而回味无穷

迈入2020年，观众最明显的感觉是，相

比过去动辄六七十集的“鸿篇”，如今网剧

明显短小精悍不少。从聚焦小人物的《我是

余欢水》到今年目前评分最高的《隐秘的角

落》，再到眼下热播的《白色月光》，清一色

集中在12集的体量。这一变化，得益于今年

2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 提倡电视剧和网络剧不超过40

集，鼓励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这一规定，

针对的便是“剧情注水”顽疾。

观众苦长剧已久， 曾几何时40集不算

长、60集竟成“标配”。集数“注水”背后，是

网剧为延长播出时间赚取流量维持热度，

而向制作上游延伸，集数还是核算成本、进

行买卖交换的基本单位，与演员片酬、平台

竞价、广告招商等等悉数挂钩。由于牵涉各

方利益，“注水”积弊一直未得到改善。

今年短剧的兴起， 除了政策的规范，也

有市场选择的倒逼。有些阵容豪华、先声夺

人的作品因“剧情注水”，口碑高开低走，观

众开始选择“倍速观看”。而三天播完的“黑

马”《隐秘的角落》， 凭借扎实的剧本和高浓

度的剧情推进，带给观众极大的惊喜。此后，

《十日游戏》《白色月光》《摩天大楼》 等一批

不到20集的网剧出现，让观众直呼追剧过程

轻松不少。

当然， 围绕短剧诞生的一套新机制，

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和适应。接连推出高

分短剧 《无证之罪 》《隐秘的角落 》的制片

人何俊逸深有体会。即便收获超高口碑和

市场长尾效应， 但由于前期投入不菲，实

际收益恐怕不如同期大热网剧。短剧在服

化道 、拍摄器材等一次性投入 ，不能像长

剧那样靠集数摊薄 ；而实际播出时 ，往往

受限于播出周期 ， 很难与长剧在用户付

费 、广告收益等方面比肩收益 。但这不妨

碍他笃信短剧的精品化时代很快就要到

来———转过剧集长短的旋转门， 一旦得到

观众认可， 与之相匹配的制作与运营机制

将随之建立。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曾被视为 “品质洼

地”的网剧正大踏步迈向

精品化道路 。图为 《庆余

年 》《大理寺日志 》《穿越

火线》海报。

（均片方供图）

制图：李洁

IP囤积孵化之门
天价版权博不来正向

流量， 小火慢炖实现原创

产品的彼此成就

剧目剧场运营之门
与其押注现象级 “爆

品”，不如精耕品牌垂直化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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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奋斗者

徐汇牙防所执行所长
钱文昊扎根基层 22?

“留”住6000多颗
被判“死刑”的天然牙

荩 刊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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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咖啡， 很多人想到

的是一个“洋”字，因为市场

上耳熟能详的知名咖啡品牌

差不多都源自国外。其实，我

国南方也产咖啡， 云南保山

小粒咖啡就是我国极少数被

世界公认的农特产品之一。

然而 ，由于长时间以来

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保山小

粒咖啡往往只能以原材料

的形式和渠道进行外销 ，处

于 “为他人作嫁衣裳 ”的尴

尬境地。

这几年，上海闵行区援滇

干部来到保山，想得最多的就

是 “怎么让一方水土养活、养

好一方人”。 咖农要靠咖啡豆

富起来，援滇干部和当地政府

一起想办法———教先进理念、

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全力打

造精品。

找 准 症 结 ，

助力保山咖啡实
现“逆袭”

保山潞江坝漫山遍野的

红果子， 傈僳族和傣族姑娘

在欢歌笑语中采摘， 收获了

满满的咖啡果。低纬度、高海

拔，“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

天”的立体气候，蕴藏着咖啡

深厚的奥秘。当地人相信，一

粒咖啡豆有没有呼吸到好空

气，从口感上就能判断出来。

咖啡豆一呼一吸、 咖啡树拔

节蹿高，到了秋冬时节，翠绿

的咖啡果变成了 “红宝石”，

长成了一抹深到发紫的红 ，

像极了咖农们如今红红火火

的生活———淡去丝丝苦 ，换

来万千甜。

历史上，云南咖啡并不缺

少荣誉。资料记载，上世纪50

年代，保山潞江小粒咖啡在英

国伦敦市场被评为一级品 。

1987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到

保山考察，品尝咖啡之后高度

赞誉：“这是我在中国喝到的

第一杯最好的咖啡 。”1993

年，保山小粒咖啡在比利时

第42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博

览会上被评为上品，获尤里

卡金奖……

颇为遗憾的是， 对于如

此高品质的咖啡， 种了几十

年的咖农却很少品尝，销售也一直以供应原材料为主。

当地干部忆起儿时片段：老人们喝咖啡，通常把咖啡豆

炒熟后，拿石臼舂一下，在锅里煮着喝，但苦味让他们

打退堂鼓，会喝的人少之又少。加之咖农不了解咖啡的

复杂加工程序，种出来、卖出去，只能赚点苦力钱。

茛 下转第五版

云南保山的咖农在采摘咖啡果。

（闵行区合作交流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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