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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椰观察

跟着电影去旅行

本报讯（记者张琬茜 见习记者宋灵云）
近日，我省印发《海南省优秀电影创作生产传
播项目扶持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拿出“真金白银”对优秀电影创作生产
传播项目予以扶持奖励，鼓励创作生产传播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
作，讲好海南自贸港故事，推动海南电影事业
繁荣发展。

《办法》扶持与奖励的电影项目包括各类
国产故事影片、戏曲影片、动画影片、纪录影
片、科教影片（含以上各类型的中外合拍影
片）。

扶持奖励的对象分为五类，即有望产生

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创作项目；代表海南
参加中宣部、国家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文联等有关部门主办的全国性重大文艺评
选、比赛、电影节或社会广泛认可的国际性重
大比赛、主流电影节，有望获奖或已获得主要
奖项的电影作品；以海南题材、海南元素为主
要创作内容项目，作品主要展示海南的人文
历史、自然风光、发展成就等，对宣传海南、提
升海南形象和文化知名度具有较大影响和促
进作用的项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
电影或在主流电影院线发行放映并取得较好
票房成绩、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电影；《办法》
未列入的其他特殊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
法给予扶持或奖励。

《办法》对电影项目给予电影创作扶持、
电影首映式扶持、重点项目扶持、国内票房奖

励、境外票房奖励、播出奖励、获国家级奖奖
励、获国际电影节奖奖励、获国内其他电影节
奖奖励等九大类扶持政策的支持。其中，讲
述海南故事的电影项目，作品主要展示海南
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发展成就等电影项
目，凭《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有效期
内的）和剧本，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完成拍摄并获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再给予一
次性奖励30万元。

被列为中央宣传部（国家电影局）重点项
目的电影，每部扶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被
列为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重点项目的电
影，每部扶持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同为国家
级重点和省级重点的项目取其一进行扶持）。

通过主流电影院线首次公映，具有良好
社会效益的电影，票房累计达到1亿元（含）

的，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票房每递
增1亿元，奖励相应增加50万元，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电影项目成功赴境外发行，票
房按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达到1000万元（含），
每部给予50万元的奖励；票房达到5000万
元（含），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票房
达到1亿元（含）以上，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
150万元。

对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给
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对获得中国电影华
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电
影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办法》规定，电影创作扶持的项目，申报
主体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影视企业。其他
扶持奖励的项目，申报主体必须是在海南省
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见习记者 宋灵云

在中国的最南端，素有“天然摄
影棚”美誉的海南，如今正充分发挥
自贸港政策优势，加快电影产业布
局。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有30个剧
组进驻海南拍摄。

除了拍摄人员，近年来，还有许
多嗅到苗头的电影人南下，将事业布
局在海南。有的在拍摄项目杀青后
将设备留在本地，并谋划相关设备产
业链；有的则将影视材料、制片公司
转至海南，抢占先机。

当然，海南也时刻在思考如何更
好地聚力创作生产一批精品电影
——

本土出品的电影《椰林深处》荣
获第19届中美电影节“中华文化国
际传播力大奖”；《雪豹和她的朋友
们》荣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纪录/科教电影；《南方之南》荣获
第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
会铜奖。

不可否认，海南迎来了电影产
业的发展新机遇。但也要清楚地看
到，海南的电影产业布局仍处于起
步阶段，产业链配套亟待进一步加
强。

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
幕论坛上，“成本”和“质量”成为讨论
的高频词。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兼
总经理张晓晖认为，吸引电影项目进
驻的关键因素，一是成本可控，二是
质量优良。然而，从地理区位上看，
海南在交通运输方面并不具备成本
优势，最显而易见的，是几百甚至上
千人剧组的“转场难”问题。

与会嘉宾们普遍认为，海南可以
进一步打通电影上下游全产业链，探
索具有海南特色的电影产业发展模
式——打造电影技术基地。

“电影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要重视电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
的推广和运用，用科技全面赋能影片
的拍摄、制作、放映各个环节。”海南
省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飞认为。

从“制造”到“智造”，人才是关
键。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皇甫宜川看来，海南的电影产业发
展需要大量技术型人才，尤其要吸引
更多青年人才。通过培育和汇聚全
产业链的电影人，尤其是中高端电影
技术人才，吸引更多国内外剧组来海
南取景与后期制作。

真金白银的举措，让广大电影
人才看见海南诚意。近日，《海南省
优秀电影创作生产传播项目扶持奖
励暂行办法》发布，对优秀电影创作
生产传播项目给予奖励，最高达
300万元。

黄飞表示，自贸港影视服务中心
正在积极筹建，将打造成为集全面影
视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平台，链接优质
影视产业链资源方合作共建，促进重
点影视项目、影视企业落地海南，实
现“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走”的全产
业链服务。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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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豌

12月18日晚6时，万宁市日月湾雨歇风
柔，白浪层层翻涌，涛声强弱起伏。紧邻海滩
处，“YOUNG浪潮·造浪寻影”第五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金椰嘉年华”万宁展映活动第二
单元“YOUNG浪潮·海岛民族风情”正在进
行最后的彩排。

一个小时后，这里将进行一场黎锦走秀、
竹竿舞展示的民族文化展演活动，黎族青年
们或在舞台上练习走步，或在草坪上摆动竹
竿寻找节奏。

“我特别喜欢黎锦，能体验一下这些黎锦
衣服，和大家一起走秀吗？”万宁市本地观众
林雪花心动无比。

“好呀！我们就希望大家能一起参与。”
电影节策划及现场执行负责人文金丽一边
说，一边立即和黎族青年们沟通起来，给林雪
花挑选了一套黑底绣红的黎锦长裙，然后带
她一起彩排。

“我们能一起跳吗？”
专程来电影节观影的四川游客罗兰拉着

妈妈罗建英，也忍不住上前询问。这一天，正

好是罗建英56岁生日，罗兰想带妈妈体验更
多不同的快乐，送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可以啊！节目马上开始。”不仅是文金
丽爽快地应下来，现场的黎族青年还为母女
二人戴上黎族银头饰、颈饰，“我们欢迎有兴
趣的观众朋友都来体验！我们都提供服饰。”

“气氛太好了！要不我也唱几首歌给大
家助助兴吧！”

罗兰同行的歌手朋友韩帅，见状也提议，
希望能参与到正式表演中，为大家献唱几首
歌曲。

晚上7时，表演正式开始。林雪花身着
黎锦长裙、手挎黎锦包，人生中第一次走上向
往的舞台。在舞台中央，她以左右手分别叉
腰以及双手叉腰、转圈，4个自选姿势，展示
了黎族服饰。

“特别开心。”林雪花说。
韩帅迎着海风穿插唱完了三首歌。“可

能是因为本地人太热情，日月湾浪太美，海
风太舒服，让我第一次主动跟主办方提想唱
歌，‘浪’了一把！”韩帅说。

罗兰母女则在《竹竿舞》的音乐
中，在黎族青年牵手带领下，
来来回回畅跳了

四五圈。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穿拖鞋的青年、
光脚的小孩，老的少的，都纷纷加入进来。

“这里的氛围真的太好了！从没有感受
过这样的简单淳朴。”罗兰兴奋地说，“以前也
参加一些活动，但从没有像这次一样，这么大
胆地想参与进来！”

晚上7时30分，表演结束，电影放映开
始。罗兰一行走下草坪，来到沙滩上的电影
放映处。等候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主动向他们
递过来两个橙色简易充气沙发：“去灌点海
风，就能坐了！”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罗兰将充气沙发
的口敞开，然后在沙滩上迎着风跑了起来。

“风灌进来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收获了
很多东西，很多很多的喜悦。”罗兰一边跑着，
一边笑着，然后就拥有了两个“海风”沙发。

暗橙色灯光下，坐在沙滩上，“躺在海风”
中，一二十米外就是层层涌上岸的白
色浪花，身边就是最爱的亲

人和相谈甚欢的朋友，面前是讲述切格瓦拉
一次南美旅程的影片《摩托日记》，罗兰三人
都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惬意。

“这是我这辈子都难忘的一个生日。”罗
建英忍不住感慨。

“明年电影节，我们还来吗？”罗兰问妈
妈。

“来！”罗建英爽快地说。
窝在轻软的沙发里，在海风的吹拂中，

罗兰又想起表演最后大家合唱的一首歌：
“请到万宁来，有酒也有菜，糯米，甜酒等你
来……”

（本报万城12月18日电）

万宁展映活动“YOUNG浪潮·海岛民族风情”单元启动

窝在沙发里，听浪、看秀、赏电影

嘉宾观点

我省出台优秀电影创作生产传播项目扶持奖励办法

票房超1亿元最高奖励300万元

本报三亚12月 18日电
（见习记者宋灵云 记者张琬
茜）12月 18日，第五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期间，影视数
字版权管理论坛暨电影科技
创新论坛举行，与会嘉宾围
绕 影 视 数 字 版 权 保 护 、
AIGC、电影工业化、HDR
Vivid和Audio Vivid技术
标准等热点话题展开交流，
共话数字时代影视发展新路
径，探讨数字版权如何赋能
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技术方兴未艾，影视作品保
护出现新的难题。如何给影
视内容创作者最有力的司法
保护？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审判一庭副庭长鲍
颍焱认为，数字版权司法保护
要坚持守正创新，在保护权利

人合法权利、维
护社会公共利
益和促进技术
文化产业发展中，
找到平衡点。

数字版权的保护和管理
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任务，需
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

今年10月，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海南分中心在崖州湾
科技城揭牌，这也是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在全国设立的首
家分中心。“中心充分利用海
南自由贸易港优势，聚焦新
治理成果、新传播方式、新商
业模式，重点加强对文化创
意产品的监管，逐步建立起
案件快速受理监管机制，推
动新业态新领域版权保护。”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
心执行主任牛晶晶介绍。

12月
17日

晚，一位游客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光标下拍照留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影视数字版权管理论坛暨电影
科技创新论坛举行

共话数字时代
影视发展新路径

12月
17日

，在三亚海棠湾一家酒店的VR电影

体验区，小朋友在体验VR观
影。

12月
17日

，众多观众在电影《爱
是一把枪》展

映现场观影。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 （记者张琬
茜）12月18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影视数字版权管理论坛暨电影科技创新
论坛在三亚举行。论坛上，海南籍好莱坞
影星吉飞龙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近年来，他非常欣喜地看到国产电影
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并希望中国电
影人能够不断学习世界电影前沿科技，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科技手段有机结
合，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电
影，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吉飞龙只身闯荡美国好莱
坞，接触了包括詹姆斯·卡梅隆团队在内
的多个世界顶级电影制作队伍，感受到了
科技为电影带来的颠覆性变革。

谈及国产电影的科技创新，吉飞龙认
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
技水平和人才培养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
出的优秀作品如《流浪地球》《独行月球》
等，在科技和特效上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
准。但从整体来看，大多数国产电影的科
技创新应用还需要不断完善。

“这需要时间去积淀。”吉飞龙说，文
化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单纯依
靠金钱和特效的堆砌就能进步。2018年
起，吉飞龙将工作重心转回国内，希望能
将在好莱坞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带回国内，
为国产电影助力，“作为一名中国电影人，
我将利用自己的海外资源优势，不断为国
产电影引进高科技和新理念，让国产电影
越来越好。”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部分电影出现了AI换脸等现象。对此，

吉飞龙表示，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水
平，它只能是为电影服务，而不能为了

“炫技”，损害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阿凡达2》在中国遇冷就是很典型的
例子。”在吉飞龙看来，国产电影不能迷
恋崇拜所谓的“高科技特效”，而是要踏
踏实实地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以高科技手
段为载体，在银幕上呈现一个个精彩感
人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
传递中国价值。

海南籍影星吉飞龙：

国产电影要借助
科技创新传递中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