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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湖南民族电影展
在湖南永顺芙蓉镇开幕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11月 26
日，由湖南省电影局主办，潇湘电

影集团、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委宣传部、中共永顺县委、永顺

县人民政府、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二届湖南民

族电影展在湖南永顺县芙蓉镇开

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

会原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理事长焦宏奋，北京电影

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周建东，中宣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节目部主

任张平，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电影局局长任晓山，湖南日报社

党组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总经

理于金旺，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潇湘电影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谷良，潇湘电影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红，湖南

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欧阳文风，

中共湘西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

长杨彦芳，湘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高湘文，永顺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向家茂，云南民族电影制

片厂厂长、云南电影家协会主席赵

春明，峨眉电影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毛玉梅与谢飞、霍建起、傅

靖生、刘苗苗、巴音、巴德玛、袁媛、

陈旭光、韩万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电影人、展映影片的主创代表及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民族电

影的又一盛事。

开幕式上，欧阳文风介绍了本

届影展的主体活动。本届湖南民

族电影展设置开幕式、民族电影展

映暨主创见面会、“跟着电影去旅

游”系列活动、民族电影创作高峰

对话、“湘西之夜”电影人交流会、

国有电影制片企业发展峰会以及

闭幕式等七个板块，为民族电影人

提供交流和切磋的平台。

高湘文发布了三条“跟着电影

去旅游”的精品线路，分别以“穿越

时空，触摸‘古’韵湘西”“纵情山水，

邂逅‘侠’韵”“宿进风情，慢享‘诗’

韵”为主题，围绕知名影视作品的拍

摄地、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展开，涵

盖了凤凰古城、芙蓉镇、乾州古城、

里耶古城、惹巴拉、矮寨·十八洞·德

夯大峡谷等湘西著名景点。

随后，张宏、谢飞、焦宏奋、任

晓山、于金旺、谷良、杨彦芳、高湘

文一起上台，宣布第二届湖南民族

电影展开幕。

据悉，第二届湖南民族电影展

自 6月 25日开启征片至 8月 24日，

共收到影片报名参展近百部，20部

影片经过初审进入最终评选，入选

影片涉及藏族、回族、哈萨克族、维

吾尔族、蒙古族、白族、裕固族、花

瑶族、傈僳族、彝族、傣族、苗族、土

家族等 10多个民族。经过激烈角

逐，本届影展评选出了 10部优秀影

片、9部展映影片、1部评委会特别

表彰影片，以及最佳导演、最佳编

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

新人 5项单项荣誉，各项荣誉将在

11月 27日举办的影展闭幕式上揭

晓。

本次影展于 11月 26日至 30日

在 长 沙 及 湘 西 州 芙 蓉 镇 同 步 举

行。《湘女萧萧》《边城》《芙蓉镇》

《那山那人那狗》《我本是高山》《雪

豹和她的朋友们》《马背上的巡线

员》《阿克达拉》等 28部影片分别通

过“致敬湘西”经典电影展映单元、

“湘西往事”潇影电影回顾展映单

元、民族电影展映单元与观众见

面，影片主创也在映后环节与观众

交流互动，共同探索电影创作背后

的故事。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安徽电影集

团主动作为、整合资源，精心策划了

“电影中国”戏曲电影大展，被安徽省

委宣传部列为文化强省建设重点文

艺活动。

该展由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

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指导，中国戏剧

文学学会、中国电影基金会、安徽省

电影局、安徽广电集团、长丰县人民

政府主办，安徽电影集团、长丰县文

化和旅游局等单位承办，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电

影电视制作集团有限公司、保利影业

投资有限公司、长三角戏曲电影联盟

等 22家单位协办。首届“电影中国”

戏曲电影大展于 2023年 12月 2日正

式启动。近一年来，征集到全国戏曲

电影作品 600余部，其中戏曲长片 37
部、短片 59部、线上短视频 500余部，

彰显了电影展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让

近三年创作生产的中国戏曲电影得

到了集中检阅。

首届“电影中国”戏曲电影大展

达到预期，呈现以下五个特点：一是

参与广泛。戏曲电影大展自启动以

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

与热情高涨。中国国家京剧院、中影

股份公司、珠江电影集团、上海电影

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天津电影

制片厂、中国戏曲学院、上海电影学

院等百余家机构积极响应，征集到的

600余部作品来自北京、广州、杭州、

山东、河南、福建、安徽、湖北、重庆、

陕西、江苏、湖南等多个地区。

二是题材丰富。参评剧种多达

36种，涵盖了京剧、黄梅戏、沪剧、豫

剧、昆剧、吕剧、越剧、粤剧、花鼓戏、

傀儡戏、温州鼓词、芗剧现代戏、渔鼓

戏、汉唐舞剧等传统戏曲及地方戏曲

剧种。既有古装传统剧目、也有新编

历史题材、现代生活戏剧等多种类

型，如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安

国夫人》，昆曲电影《牡丹亭》、越剧电

影《汉文皇后》、粤剧《白蛇传·情》、评

剧电影《寄印传奇》、豫剧《义薄云天》

等。

三是形式新颖。参评作品在内

容上讲述了中国故事，在形式上展现

了戏曲艺术的魅力，在技术上追求创

新与变革。《群英会》《谯国夫人》《白

蛇传·情》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和

民间传说与电影高新技术的融合，为

观众带来精彩的视觉体验和感人的

艺术演绎，提升了电影的审美价值与

文化内涵。作品中展现了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念，如豫剧电影《义薄云天》

中关羽的忠肝义胆，京剧电影《安国

夫人》中梁红玉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精神等。

四是名家云集。近日，首届“电

影中国”戏曲电影大展终评会在长丰

县圆满举行，经过对 600余部参评戏

曲电影的严格筛选，最终评选出 17
部长片、若干短片、短视频作为优秀

作品，其中 13部作品的主演是中国

戏剧梅花奖得主，如京剧电影《群英

会·借东风》里的叶盛兰、尚长荣、朱

强，昆曲电影《牡丹亭》的单雯、越剧

电影《汉文皇后》的黄美菊等。新时

代的戏曲表演领军人物赋予本届电

影展青春活力，如越剧电影《新龙门

客栈》主角李云霄、陈丽君等。特别

是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

环同志编剧的京剧电影《安国夫人》

的参展，极大提升了戏曲电影展影响

力。日前，《安国夫人》荣获第 37届
金鸡奖最佳戏曲片。

五是反响良好。终评委专家对

戏曲电影展给予高度评价。终评委

专家、原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李东

才指出，戏曲电影展是了不起的文化

事件，安徽开了先河。终评委专家、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

巡视员、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会长

周建东说，戏曲电影征集作品数量质

量之高超乎想象，是良好的开端，是

对传统的传承，值得深度耕耘。戏曲

电影展用实际行动服务繁荣兴盛的

文化强省建设，培育安徽新时代徽风

皖韵文化标识，服务地方文旅融合发

展。

根据活动安排，今年 12月初将

在长丰县举办包含创意市集、国风巡

游、戏剧表演、推优晚会等为期 5天
的系列文化活动。下一步，安徽电影

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一

届八次全会精神，按照安徽省委宣传

部长关于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做几件

大事情的指示要求，乘势而上，持续

整合资源，推动各方合作交流，全面

提升活动质量和影响力，推动戏曲电

影的产业化发展，为中国戏曲电影注

入新的活力。 （安徽电影集团供稿）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第 42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

秀影片片目》的通知。

其中，推荐中小学生观看的

影 片 包 括《河 边 有 个 好 地 方》

《向日葵中队》《同学们好》《小

马鞭》《夏天的蜗牛》《巧克力和

酥油花》《战歌行》《井冈星火》

《远山花开》等 18 部；推荐小学

生 观 看 的 影 片 有《我 的 爸 爸 是

条鱼》《潜艇总动员：环游地球

80天》《百变马丁：怪兽大作战》

等 三 部 ；推 荐 高 中 生 观 看 的 影

片有《志愿军：雄兵出击》《我本

是高山》《流浪地球 2》《奇迹乐

队》《美术老师的放羊班》《我和

虎妈》等 10部。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工业题材

电影创作研讨会暨新中国成立 75周
年电影与工业主题活动在北京电影

学院召开。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周志军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

发展中心主任何映昆参加活动并

致辞。

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

化发展中心、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影

视艺术研究基地联合主办，来自中

宣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爱奇艺等机构和

企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中

国电影与中国工业在深度融合中的

特征与路径，从创作、学术以及产业

三个视野激荡思想。研讨会由北京

影视艺术研究基地秘书长王昱华

主持。

何映昆在致辞中表示，电影是

现代工业技术与艺术文化交融而生

的产物。工业题材一直是电影创作

的重要方面，也是最有艺术感染力

的工业文化展现形态，探索电影技

术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有效机制，推

动电影工业化发展是适应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形势、创新发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

当前发展工业题材电影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历史机遇。他呼吁各界人士

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工业题材

电影在内容创作、技术呈现和市场

拓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为实现

电影强国和工业强国的目标贡献

力量。

周志军表示，电影作为文化软

实力的核心载体，在彰显国家工业

水准与科技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是讲述中国工业故事的

关键媒介。她结合自身学术与工作

经历，深入阐述了科技与艺术融合

的必然性，尤其是电影应传递工业

领域的爱国情怀与团队协作精神的

功能，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强烈共鸣。

活动于第三届工业题材电影故

事征集活动启动仪式中拉开帷幕，

征集活动致力于挖掘更多优秀的剧

本和故事，为工业题材电影的繁荣

发展奠定坚实的剧本基础。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北京电影

学院副校长俞剑红以“关于我国电

影工业化体系构建的思考”为题，阐

述了电影工业化的内涵，回顾了中

国电影工业化历程，剖析当前面临

的挑战，并提出涵盖标准化建设强

化、高新技术研发推动、管理运营机

制优化、数字技术应用探索等一系

列策略。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

书记龚波分享了电影科研所在电影

大数据挖掘分析、智能科技演进趋

势研究、电影行业智能化应用探索

以及放映端技术创新等领域收获的

丰硕成果。他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算力、数据、模型等方面的发

展态势，以及在电影领域的实际应

用情况，呈现了科技为电影工业带

来的新动力与新可能。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

则深度探讨电影工业美学于人工智

能时代的发展趋势。他谈及电影工

业美学不仅是对电影工业化市场化

生产实践的深刻总结，更是一种推

动观念革新的重要成果。

为更进一步探讨电影与工业的

关系，会议从历史与未来、变革与发

展两个角度举办了两场圆桌会议。

首场圆桌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化研究

院院长吴冠平主持，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刚、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孙承健、《中国电影

市场》杂志社社长许波、影视策划人

周亚平等作为嘉宾参与讨论，共同

探寻电影工业在历史演进中的发展

脉络与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发展路

径，以及二者在未来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第二场圆桌由北京电影学院

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影视艺术研

究基地研究员翁旸主持，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黄群飞，中影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中影 CINITY 总经理

边巍，爱奇艺副总裁、制片管理中心

总经理刘宇宁，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电视艺术促

进会副会长张逸松，《封神三部曲》

《异人之下》剪辑指导黄烁作为嘉

宾，围绕影视行业生产流程中的技

术快速迭代现象，基于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的生产力提升展开讨论。

在圆桌论坛之后，“电影工业化

系列论丛”编纂正式启动，《流浪地

球 3》项目观察员招募计划正式发

布。论丛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产业研

究院、电影工业化实验室联合撰写，

俞剑红副校长发布了三方未来的系

列合作研究计划，包括“电影工业化

系列论丛”的调研与编撰，以及电影

《流浪地球 3》项目观察员招募计划。

上午活动最后，由工业文化发

展中心传播推广处工业强国视听中

心主任邓桂垚启动了“工业强国·工

业与科幻影像展”。活动将为工业

与科幻影像创作者提供展映平台激

励更多创作者加入到工业题材的创

作。展映活动将于 2024年 12月 1日
在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奋逗剧场

举办。

当天下午，“从文学到电影：工

业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在北京电影

学院召开。专家们分析了工业题材

电影创作面临的挑战，包括工业影

视传播平台少、叙事手法创新难度

大以及观众审美需求多等问题，也

对提升工业题材电影的传播力，比

如通过合拍、注重国际表达方式和

聚焦社会发展变化内容等提出诸多

建议。

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

在发言中谈到，当前中国正处于爬

坡过坎、由大向强迈进的阶段，构建

一套与制造强国地位相匹配的工业

文化体系，是践行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和谐共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内在要求，也是构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更是驱动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跃

升，向制造强国行列迈进的强大驱

动力，而工业题材的影视作品正是

助力这一工业文化历史使命达成的

重要载体。

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运营部主任郑力认为，工业题材电

影可以通过公益放映深入基层，满

足不同地域和人群的文化需求，进

一步创新推广方式延长生命周期。

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艾诺依谈

到“工匠精神”是工业题材的重要核

心，它记录优秀工人的事迹和时代

小人物故事，以生动传递新时代工

业精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辉将

“硬核幻小说”与“硬科幻”电影题材

结合，阐述了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能

为工业电影赋予更强的感染力和市

场吸引力。

同时，专家们还倡导工业题材

电影应更紧密地与产业、校园合作，

推动创作人才的培养与实际产业的

互动。通过工业课程进校园和设立

实践基地，激发编剧与导演的创作

热情，增强作品的现实感和深度，推

动工业题材电影人才培养与创作发

展。此外，从业者应进一步挖掘中

国工业发展背后的故事，为工业题

材电影注入更多时代感与情怀，让

电影更贴近人民、更具全球影响力。

（影子）

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印发
《第42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片目》的通知

第三届工业题材电影创作研讨会
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电影与工业主题活动举行

“电影中国”戏曲电影大展备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