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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运转过程中，服务机构
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了独特的道路，

“免费服务，但不代表就公器私用，我
们也在杜绝剧组利用我们进行无理
的公共资源索取，基于这个目的，未
来我们会设立门槛。”于志庆说。

因为服务太好，现在很多剧组
来上海，都会主动找到巨鹿路来。
但是，机构也发现，有一些剧组的
制片人，似乎试图把他们的免费服
务当做幌子去剧组套取资金。“比
如我们协调了免费取景地之后，他
们回去报账说花了多少，所以我们
也特别规定，不会收取一分钱服务
费。”他说。

更让他们“心酸”的经历是，他们
经常历尽千辛万苦协调好了取景地，
结果剧组招呼也不打就放弃拍摄
了。“比如有剧组说要拍磁悬浮，我
们没协调过，就去努力协调到了，
结果他们异想天开，要求在磁悬浮
外架设机器拍摄……最终，他们没
跟我们说，就不拍了，”于志庆吐苦
水说，“还有造币厂，也是特别难协
调的取景地，我们走了很多程序，都
联系好了，最终也是说不拍就不拍
了，他们觉得你们做到是理所当然，
很容易。”

这样的事情多了，他们只能自我
安慰，“我们自己说，就当做演习吧，
下次再有这类协调，也就知道该怎么
做了。”正是这样的想法，他们摸熟了

机场、火车站、外滩、公安局这些“高
频需求”取景地的流程，反而也有了
意外的收获，“像火车站，上海铁路局
现在甚至还主动给我们推荐一个风
景优美的老车站；而外滩和公安局，
现在都表态，只要我们机构认可的，
他们就不会再审批，通过联合把关，
简化办事流程。”

他们也渐渐掌握了经验，就是给
剧组进行主动引导“分流”：“有一些
导演不太了解，只知道去上海理工大
学，而且就是拍那两栋楼，我们就引
导去上海大学的老校区，告诉他们那
边风景同样好；要拍上海风情的居民
家，也总是要去知名的‘金阿姨家’，
这不仅让金阿姨的邻居有意见，也
让剧组很难协调到，我们就告诉剧
组，上海有比金阿姨还金阿姨的家
可以拍。”

这些经验教训汇总在一起，服务
机构的办事越来越规范，流程简化但
高效：“我们以前会给剧组出具介绍
函，但现在为了防止部分人拿去冒
充，就只在流程单上敲章表示已受
理，然后联系好取景地，让他们自己
去。未来我们也设立门槛，在上海立
项的、主旋律的、全面弘扬上海的剧
组，会全部服务，其他的则划分服务
范畴，比如政府机构、公共设施，我们
会提供免费取景，商业取景地则只协
调、不具体参与价格谈判，防止滥用
公共资源。”

“上海电影新政”运行两周年

服务项目1120次 达标率100%
两年前的今天，为了提高上海电影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上海九

部委共同制定推出了七项电影产业扶植政策，被国内电影界称为“上海电
影新政”。在新政推出两周年前夕，青年报记者也专访了被视为新政窗口
的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从一个小切口看新政运行成效。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位于巨鹿路的服务机构，是为
了改善上海电影软环境、吸引电影
项目前来拍摄、立项而设立的，所
以，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服务”。在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行政事
务受理中心设立上海电影摄制服务
窗口，提供政策解读，上海影视企业
与取景地数据库和上海影视人才数
据库等咨询类服务，以及在上海本
地摄制电影时涉及政府管理的事项
和拍摄服务等协调类服务的服务机
构两年来的“服务故事”，已经被称
为“超级制作人”、“剧组保姆”的协
会秘书长于志庆，提起来总是酸甜
苦辣齐上心头。

“拍摄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
时，要在外滩的圆明园路拍，因为是
小路，对于交通影响不小，原本，我们
已经有了完善的流程，但管理方表示
只认可我们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
能派工作人员盯到凌晨3点。”剧组
用车、降雨的消防车进出，都需要工
作人员认可，而为了防止剧组贿赂，
工作人员还有铁的纪律，“一口水也
不能喝剧组的，因为这是上海的窗户
和脸面。”

这种还是一开始就走了正常程
序的，但作为服务机构，他们经常遇
到的还有拍摄中途的“急诊”。“《我的
老婆是80后》剧组在愚园路的一个
小区拍摄，已经拍了3天，本来第4
天就要拍完，男主角张嘉译已经买
好了机票，要去下一个剧组，但碰到
静安区要评文明城区，正在治理，要
求剧组撤退，不能再拍，然而演员档
期的问题，没法改时间。”于志庆说，
接到剧组紧急求助后，他们赶到愚
园路的居委会，但对方表示，需要区
政府同意，于志庆最后没办法，“硬着
头皮直接打电话求助区长，结果区长

表示‘好，支持’，剧组赶工也顺利拍
完了。”

这个给区长的求助电话如此顺
利，并不完全是人情关系，而是整个
上海对“电影新政”的高度认可。据
于志庆透露，服务机构从成立之初至
今，都只有5个工作人员，“原来拿着
协会的介绍信和政府文件到区里，没
人认，现在各区都已经认可了，我们
在全上海16个区县全部有机构的分
站覆盖，现在只有重大事件需要机构
来协调，正常的流程，都直接划拨到
各区完成。”

记者也了解到，服务机构在经过
两年的运转后，可为来沪拍摄影视剧
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协调服务，推出了
包括信息咨询、政府联络、摄制协调
和专业人才推介等四方面的内容，涵
盖政策、信息咨询和取景地、拍摄器
材、后期制作、特殊拍摄、道具、服装、
化妆、置景、车辆、保险、法务、推介协
调等24类115项服务项目。创作环
境逐步优化，上海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的作用，为上海影视拍摄打造“一条
龙”的服务平台。每年编制发布《上
海影视摄制指南》。

而截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上
海影视摄制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
询和协调服务1120件次，其中咨询
类服务554件次，协调类服务566件
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 100％。其
中 2016 年以来上海影视摄制机构
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
204件次，其中咨询类服务63件次，
协调类服务141件次，项目受理达
标率为100％。接受咨询服务的单
位共51家，包括上海单位35家，外
地单位16家；接受协调服务的影视
剧组共73个，包括上海剧组43个，外
地剧组30个。

上海电影新政出炉后，给了两个亿
的电影项目奖励资金，吸引剧组在上海
立项，如今已经吸引了600余家中央、外
省市和境外影视企业和机构落户上海，
其中不乏阿里影业、博纳影业、腾讯影
业等大型影视企业。众多著名导演和
演员也开始把影视创作的重心逐步移
到上海，“包括服务机构在内的软环境
改善形成的无形价值，也是吸引他们的
重要因素之一。”于志庆说。

他透露，很多主旋律纪录片，选
择来上海拍摄，但他们的资金又很
少，想着在商业取景地免费使用，还
要求还原当时的场景。“像《筑梦路
上》要去锦江饭店，在锦江小礼堂要
求还原当年国家领导人宴请基辛格
的场景，酒店方面开口说要五万元，
因为要很多工作人员加班，但我说一

分钱也没有，结果我们动用了很多力
量，找到了总经理，最终免费使用，工
作人员免费加班加点翻出了当年的
老圆桌，甚至很久都没启用的喷泉，
也都全部用上了。”

在各个剧组将上海的经验传播
出去后，全国各地如北京、深圳、广州
等地政府纷纷来沪取经并希望合作
互动。但即使是北京的影视聚集区
怀柔区过来，也发现上海的经验不容
易复制，“办事人员投入的热情，以及
全上海各部委、区县的支持力度，是
很多地方没法做到的。”

在采访过程中，于志庆一直在
“诉苦”，但正因为影视摄制服务机构
的辛劳，让上海电影新政有了柔软的
触点，上海电影产业重振的梦想，也
才更可期。

两年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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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电影产业扶植政策。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