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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16条大力扶持
昨天发布的《上海科技影都

总体概念规划》显示，松江将在全
区范围内打造“双核驱动、四片联
动、八点带动”的发展格局。“双核
驱动”是指以“科创芯”“世界窗”
为核心，打造行业领先的科技影
视产业集聚中心和面向全球的中
外影视文化交流之窗；“四片联
动”是指结合松江区情实际，在松
江新城片区、西北片区、东北片
区、浦南片区布局各异的影视服
务功能；“八点带动”是指借助各
类影视产业要素和影视特色资源
集聚地，形成若干影视特色功能
点，带动全域影视发展。

根据规划，上海科技影都将
重点布局四大区块：华阳湖区
块，布局高品质影视文娱综合
体、文化演艺场馆、商业酒店服
务集群等，力争建设成为科技影
都的文化地标、影视文化艺术的
活动中心。高铁枢纽区块，依托
南站枢纽商务区，赋予影视版权
交易、金融服务等功能。永丰区
块，打造影视创制企业集聚地、
影视双创孵化基地和实训基
地。车墩区块，依托上影集团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发挥上海影视
乐园4A景区的品牌优势，打造集
拍摄、制作、体验于一体的影视
特色小镇。上海科技影都还将
完善交通体系建设，打造“四横
七纵”的道路系统结构，搭建包
括高铁站、城际铁路站、地铁线

路、有轨电车线路在内的一体化
便捷交通。

发布会上还发布了《松江区
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该套系列
政策将面向影视产业重点环节，
推出16条扶持措施，简称“松江
16 条”。包括鼓励影视企业落
户、支持影视重点项目建设、支持
影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影
视企业改造升级、鼓励影视前沿
科技创新、鼓励电影项目立项、奖
励重点剧本创作、鼓励取景地拍
摄、支持影视后期制作等。

高科技摄影棚规划10万平米
按照现有规划，上海科技影

都的目标是拥有60个左右，15
万平方米摄影棚，其中高科技摄
影棚10万平方米，配套拍摄服
务空间约30万平方米；引进若干
影视产业链上下游标杆性企业，
提供约5万平方米办公空间；集
聚1个到2个高水平的影视学校
及多个影视专业实训基地；依托
G60先进制造业优势，大力发展
文化装备制造产业；搭建一系列
功能性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国内
专业节会；努力扶持更多“松江
出品”的影视精品力作。

这一切，也让落户于上海科
技影都的一批高科技影视基地，
有了更高的发展目标。昨天的
发布会上，这些企业也公布了正
在着手推进的项目：老牌的车墩
影视基地正在筹划改造与扩建，

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中
视儒意影视基地、昊浦影视基
地、先进影像工程中心等优质项
目，均将成为未来上海科技影都
不可或缺的力量。发布会同时举
办了签约仪式，上海市委宣传部
与华策集团签订支持备忘录，松
江区人民政府与星空传媒签约。

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程向
民指出，松江区将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起上海科技影都建设的
重大责任，坚持上海科技影都的
高质量发展，把握住这一重大发
展机遇，不断优化影视产业营商
环境，当好“店小二”，为影视产
业提供国际一流的环境，为上海
建成全球影视创制中心贡献松
江力量。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国资委副主任王亚元表示，在中
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
路途上，建立成熟的电影工业体
系是必须的，其中的重点就包括
上海科技影都的建设。他希望上
海科技影都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影
视基地，吸引全球优质影视企业
与项目落户上海，也期待“松江
16条”实行后，松江区成为影视
产业投资发展的一片热土。

在紧接着举行的上海科技影
都主题论坛上，各机构、企业的代
表们纷纷希望上海科技影都能成
为有梦想的电影人的梦想之地，

“科技”二字应该成为影都的定
位，“无论基础设施，或硬件、人才
都要争取国际一流的水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1995年，一伙悍匪
武装抢劫运钞车，不到2分钟的
时间，开枪残杀3人，劫走1500
万元，案件震惊全国，成为1995
年全国十大案件之一，也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
起案件。这样的案件，自然是影
视作品改编的热点。近日，电影
《第八个嫌疑人》亮相上海国际
电影节，它完全打破了警匪片的
套路，而是讲述了这个案件发生
之后的人性故事。这样的改编，
也得到了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
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廷东的肯定：

“深层次展现了法治精神，里边
有丰富的和深层次的内涵和一
些大的情怀。”

20年前赵宝刚导演的电视
剧《惊天大劫案》，第一次将发
生在 1995 年的“12·22 番禺抢
劫运钞车案”搬上了荧屏，同样
改编自该案件的电影《第八个
嫌疑人》在第22届上海电影节
举行了首次发布会，电影的监
制郑保瑞，主演大鹏、孙阳、张
颂文等现场和媒体们分享了关
于这部电影的拍摄心得。

在现实生活中，这起案件
历时21年才最终画上句号。几
位主创表示，这是一个关于选
择的故事，当你选择了犯罪，即
使你能够逃得再远再久，也逃
不出内心的监狱。扮演第八个
嫌疑人的主演大鹏说：“这个戏
的难度和挑战很大，我刚刚在
广州拍完1995年部分，中间会
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我要
减肥，希望能够从视觉上给观
众一个直接的变化。”

此外，他还表示，这部电影
创作中最难的部分是，如果电
影只拍1995年打劫的部分，就
是大家认知当中的警匪片，是
一个动作电影。事实上，我们
拉长了它的时间线，其实到了
21年之后，参与抢劫银行的主
谋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试图
融入当地的社会，这其中复杂
的人性变化是挺难刻画的。”

《第八个嫌疑人》监制郑保
瑞透露，电影的故事也将跨越
21年的时空，而为了拍出1995
年的真实感，剧组还一比一还
原了当年的部分场景。“要让观
众找到21年前的感觉，其实这
很难。”但郑保瑞说在他看来这
非常重要：“整个电影就是我们
带领观众去经历这21年的追凶
过程，1995年是观众进入这个
故事的开始，所以我们努力进
行了还原。”

编剧周汶儒最终打造出的
剧本精彩纷呈，得到了公安部
金盾文化影视中心相关领导的
首肯。当天，公安部金盾影视
文化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廷东
说：“它取材于真实的案例，整
个案件历经21年，其间发生了
一系列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
故事，里面有疯狂的贪婪中人
性的温情与体贴，这个就是大
鹏演的角色，还有果敢刚毅中
不乏平凡人的烦恼，这个是林
家栋演的，中间正与邪，善与
恶，可以说是21年隔空对决，一
较就是21年，既是他们性格的
施展，也是他们的职责使命所
在。而这个过程更体现了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剧本非常精
彩，希望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上海科技影都”布局四大区块

把中国影视制作体系向上海集聚
警匪片不是只有追逐和爆破在上海打造国际影视创制中心的进程中，高科技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标

签。最好的水下摄影棚，最有经验的后期调色，最受剧组青睐的后期音效
……这些，都将是上海追求的“科技芯”。 昨天上午，松江区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举办“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备受国内影视行业关注的上海科技影都，美
好蓝图正逐步从规划成为现实。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