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起点上推动江苏电影繁荣发展

焦建俊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电影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我们以电影管理职能划归党委宣传部门为契机，全面贯彻中央关于电影

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统筹规划，强化政策保障，以更加饱满的工作干劲，推动江苏电影迈上新台阶、开

创新局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

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近年来，我省优秀影片不断涌现，一批思想

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市场。如电影《捉妖记 2》全国票

房达 22.33亿元，这是我省首部票房超过 20亿元的电影。《神秘世界历险记 4》全国票房 1.04亿元，这

是我省首部票房过亿的动画电影。2017年我省 3部电影票房过亿，2018年 5部过亿，并出现票房超 20亿

元的电影。但与先进省份相比，我省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多。必须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聚力重点项目，用心用情用功推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

在现实题材创作上下功夫。电影创作要立足现实，生动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人民群众精神世界

的真善美，社会主流价值所追求的真善美，用积极的创作态度去挖掘生活中温情的、感人的、向上向善的

故事和人物，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抓好剧本创作这个源头。剧本是一剧之本。故事的高下，表面上拼的是技巧，但更深层次考验的是作

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能力、概括能力和提纯能力。要把剧本创作放在电影生产的重要位置，从源头抓好

电影创作，增强原创能力，写出为时代和百姓称道的好剧本。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拟成立省电影剧本创

作中心，实施电影精品创作推进计划、剧本孵化计划。

在创意创新上求突破。电影精不精，创意是关键。如何讲好故事，是电影创作的艰巨性所在。故事的

创新不仅仅在于题材内容的创新，也在于讲述方法的创新，这正是电影创作的魅力所在。一个好的创意来

之不易，要紧紧抓住不放，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个创意，力争形成系列、形成品牌。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推进重大主题创作，推动江苏电影在主题创作上拿出

扛鼎之作，出新出彩出亮点。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做大做强电影产业

截至 2018年底，全省共有影院 849家、银幕 5388块。2018年全省放映 999.55万场、观影 1.66亿人

次、票房 56.35亿元，全省电影票房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有 2个国家级影视基地和 4个省级影视基地。无

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2018年实现产值 55亿元，全省票房过亿的 5部电影中，有 4部是该园内的企业生

产的。在新的起点上，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增强电影产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电影企业是电影产业和市场的基本主体。目前我省电影产业从数量规模指标

来看已经相当可观，但整体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升。电影创作和产业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创作生产主体作

支撑。要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打造一批主业突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在市场起主导作用

的领军企业。对有潜力的国有、民营电影企业，要给予重点扶持。支持电影企业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支持

龙头骨干影视企业在海外开设分公司，与国内外优秀团队开展拍摄、制作、译制、播出等方面的合作，充

分借助国家电影局中国海外电影节展、重大外事活动场合，推动中国电影、江苏电影走出去，提高“苏影”

国际化水平。

加快完善电影工业体系。推进电影全产业链建设，着力在剧本创作、影片拍摄、后期制作、营销推介、

衍生产品开发等环节下功夫，完善产业服务配套和电影工业体系，推动形成具有高技术支撑、高价值附加

的产业生态系统。要以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为龙头，形成“1+N”影视基地（园区）布局，打造全国领

先、世界水平的影视产业基地。发展影视基地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不能遍地开花。继续办好中国·江

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鼓励支持更多优质电影企业落户江苏。加快电影科技创新的步伐，瞄准世

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大对前沿性、基础性和关键性技术的研发力度，抢占技术创新高地，提高技术运用能

力。与此同时，又要防止电影的技术性沉迷，比如过分地追逐场面、过多地堆砌特效，以至于本末倒置。

加快推进影院建设。这是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重点推进乡镇影院建设。截至 2018年底，

我省共有 787个乡镇，有 117 个乡镇建有影院，覆盖率仅为 15%。最近，我们先后到苏南、苏中、苏北调

研，基层同志普遍反映人口集聚乡镇群众观影需求亟待满足。加快推进乡镇影院建设，上级有要求、群众

有需求。根据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尽快实现苏南全覆盖、苏中苏北大多数乡镇有影院的目

标。推动农村电影放映由室外向室内转变、由“我送你看”向“你需我送”转变，在供需对接上下功夫，

切实提高农村电影放映水平。加强电影市场管理，严厉打击盗录盗版和偷漏瞒报票房行为，促进形成公平

合理的市场秩序。

坚持以创新政策举措保障电影繁荣发展



在全面落实好国家支持电影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同时，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好做法，不断改进管理、

优化服务，把江苏打造成为电影发展环境最优地区之一。

加强顶层设计。省电影局围绕“五个一”，已陆续展开布局。一是制定一部规划，即全省电影发展五

年规划；二是打造一个节会，即办好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三是设立一项基金，即江苏

省电影发展基金；四是成立一个中心，即省电影剧本创作中心；五是建好一批基地，就是建好国家级和省

级影视基地。

加强人才培养引进。牢固树立电影强省首先是电影人才强省的意识，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完善培养机制，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以及电影创作生

产各环节的高端人才。把电影人才纳入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文化名家”“四个一批”等重点人才培

养计划，对接国家有关部门实施的青年剧作扶持计划、电影导演“青葱计划”，实施江苏影视新力量计划，

为青年电影创作人才搭建舞台、提供服务。在省内有关电影院校增加实用技术方面的课程和生源，搭建产

学研一体的影视人才培养基地。落实“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的要求，组织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行风道德建设，树立电影工作者良好形象。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修订《江苏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对优秀影片、乡镇影院、

影视基地、省内院线等符合要求的给予奖励、补助。出台《江苏省重点电影项目扶持奖励实施细则》（试

行）和《江苏省重点电影剧本评审办法》（暂行），明确对围绕重要时间节点所规划的题材、重大革命和

历史题材、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题材、优秀的农村题材和少儿题材、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题材，以

及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创新意义艺术电影等门类电影的创作，给予重点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