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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专属份额”，
个人养老金基金Y份额运行已满一周年。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2月4日，129 只成
立满一周年的养老Y份额产品在收益率、
波动率等方面的平均值均好于混合型基
金。在 2022 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的落地

后，工银瑞信基金旗下6只养老目标基金
产品新增Y份额。目前这6只个人养老金
基金Y份额已在直销平台、多家银行、券商
以及第三方销售等多个渠道上线，投资者
在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和资金账户之后即
可购买。 广告 投资需谨慎

个人养老金基金“周年考”长期持有策略助力养老储备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刘海粟美术馆“当代海派名
家·双人展系列——张培成、丁设”展昨天
揭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上海著名当代水
墨艺术家张培成和丁设的作品47件。两
人的作品各自独立，又有呼应，呈现了当
代水墨之美。

记者了解到，本着激励创作，鼓励创
新，进而推动上海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目
的，刘海粟美术馆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在
两年前开启了这个“双人展”项目。展览
以“双人展”形式为切入点，每年遴选两位
水墨艺术家，巧妙搭配两位艺术家不同风
格的作品，坚持展示艺术家最新的作品。
自2021年杨正新和王劼音，2022年张雷
平和何曦连续成功举办两届，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反响，水墨“双人展”成为刘海粟
美术馆又一项品牌展览。

本次展览是双人展系列之三，也是
2023“双人展”的内容。今年的展览联袂
张培成与丁设两位艺术家，分别从抽象符
号的东方书写以及人类文明想象两条线

索讲述海派艺术的N+1种可能。希冀引
导艺术家走进当代艺术生态，同时促成学
界业界以及广大热爱艺术的人们的跨学
科、跨区域、跨文化的热切交流与对话。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展览汇集了张
培成与丁设近年的力作。两位艺术家在
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对于水墨艺
术持之以恒的探索是一样的。这也使得
他们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更好地展
开对话。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013年6月9日，上海市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业行业协会挂牌成立，随后
更名为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
的它，至今已经走过10年的路。过去的
10年，这家从无到有的协会，见证了上海
乃至中国影视产业令人振奋的高速发展，
也用典型的“上海服务”为上海影视产业
营造出了强大的集聚效应，为上海构建全
球影视创制中心贡献出富有创造性的工
作经验，成为全国瞩目的影视产业发展的

“上海样本”。“在上海创作和拍摄电影，有
一种幸福的感觉。”12月8日，在青浦区体
育文化中心举行的协会庆祝仪式上，导
演、演员徐峥动情地说。

从无到有
协会随上海影视产业共腾飞

协会成立之初，习惯了各自为政的
上海影视企业，对协会的存在相当“无
感”，会员单位不足百家，举步维艰，完全
无法践行政策传达和反映企业诉求的协
会定位。

因为针对影视企业的工作经验丰富，
于志庆临危受命，担任秘书长。协会在他
的带领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同
时，协会也迎来了上海大力发展影视产业
的良机。在他上任半年后的10月份，被
业界称为“上海电影新政”的《关于促进上
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上海影视
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我们
抓住这个重大机遇，所有协会工作人员全
都走出办公室，拿出真心去和影视企业交
朋友，想企业所想，为他们解决困难，也帮
他们出谋划策，找准发展方向。”于志庆回
忆说，因为事事有落实，很多影视企业开
始真正视协会为“娘家人”，口口相传，越
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找到协会，要求加入成
为会员单位。

2015年，为了适应行业的发展势头，
协会更名为“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
协会”，服务范围更为广泛。10年之后，协
会相较于成立之初规模翻了十几倍，已经
拥有会员单位1300余家，设有投融资、法
务、制片人、编剧、国际交流、后期制片、元
宇宙等专业委员会，覆盖了当下影视行业
的全产业链。

“过去的十年，我们协会见证了中国
广播影视产业的飞速发展、上海‘全球影

视创制中心’的加速建设，也见证了我们
会员单位在创新和竞争中展现出的蓬勃
生机。”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
会长杨文红说。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范卫平也盛赞了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
行业协会的工作，他说：“其先进理念、创
新做法和成功经验，值得全国广播电视行
业借鉴学习。”

上海服务
让上海影视走上差异化发展之路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协会的服务触
角，也渐渐开始辐射全国。“我就是受益
者。”著名导演、演员徐峥在8日举行的活
动中，和阎建钢导演、唐季礼导演、刘江导
演、演员郑恺对谈，动情讲述了自己拍摄
多部影视作品时在上海得到无微不至服
务的故事，结果，他的这些同行们有着同
样的评价。

徐峥说：“拍《我和我的祖国》的“夺
冠”单元时，在拍摄服务机构的帮助下，把
静安区一处待拆的弄堂恢复成上世纪80
年代女排三连冠时的弄堂，那一刻所有演
员和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大家都有一种
穿越时空的感觉。”

徐峥所说的“幸福的感觉”，著名导演
阎建钢也深有感触，在上海拍摄重点剧目
《人生之路》时，他略带夸张地说“协会和机
构救过我的剧组”，帮他排除了很多困难，
让拍摄顺利进行。“《人生之路》今年播出之
后，收视率极高，我非常感谢上海。”

演员郑恺今年在上海有多部戏的拍
摄，包括了刚刚杀青的电视剧《繁花》：“从
上戏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发展，成为了

‘北漂’，但因为上海出色的影视产业环
境，我成家立业之后又把事业重心搬回到
了上海。在上海拍这些戏，我觉得特别顺
利，特别过瘾，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创作者
和艺术家们，能来上海取景、制作。”

他们的故事，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2014 年年
底，为了做好上海电影新政的“服务窗
口”，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于2014年12
月27日在电影工作会上挂牌成立，由协会
运营。谁也没能想到，仅几个工作人员的
小小团队，后来竟然能成为全国闻名的

“剧组老娘舅”，被业界和媒体誉为“小支
点撬起了大产业”。2019年年底，上海市
影视版权服务中心也挂牌成立，与拍摄服
务机构一起，成为协会服务全国影视产业
的“双引擎”。

“上海服务”是上海的四大品牌之一，
而拍摄服务机构和影视版权服务机构的
高效运行，让上海影视产业的发展，走上
了与其他兄弟省市靠影视基地等方式完
全不同的发展之路。“剧组很愿意来上海
拍摄，但他们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一
开始有着距离感，总觉得在这里拍摄会很
难，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真诚的、免费的服
务，告诉他们，上海欢迎他们来拍摄、来创
作！”身兼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主任、
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主任数职的于
志庆说。

阎建钢、唐季礼、刘江和徐峥、郑恺们

的感受，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无数剧组的
感受，荣耀的背后，是一系列惊人的数据
在支撑：截至2023年11月底，拍摄服务机
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
13307件次，接受咨询服务的单位共7968
家，接受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共767个，在
库推荐影视拍摄取景地数量417家；上海
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受理版权协调咨询
803例，协调影视版权纠纷279例，版权金
融服务141例，举办线上线下影视版权讲
座80场。

十年耕耘
协会亦是上海影视产业辉煌的缩影

十年来，协会以“改革开放4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小康”“建党百
年”“党的二十大”等重大时间节点为契机，
大力服务会员单位创作精品佳作，推出了
一批精品力作，多部“上海出品”影视佳作
荣获了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金爵奖、

“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白玉兰奖等主流
奖项，协会副会长蔡剑介绍说。

很多上海出品的精品，都在协会的
帮助和支持下，积极“走出去”，到海外讲
好中国故事。协会副会长陈建德透露，
历年来，协会会定期组织会员单位参加
国外重要影视节活动，并与相关影视机
构签订影视合拍、版权支持、文化交流等
方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累计参展单位近
150余家，参展作品近500多部。

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的影视产
业也在积极开展帮扶工作，带动国内影视
产业一起发展。协会支部书记杨玉冰介
绍说，协会协同机构、中心，在云南、福建
等地开展了关于影视产业布局发展、影视
摄制服务机制建设的援建帮扶工作，开展
互访交流、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多领域深
度合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十年来，协会一直
致力于加强青年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
协会定期举办“影视后期制作管理高级研
修班”“网络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影视
版权系列讲座”等专业课程和专题辅导，
保证课程内容质量和专业水平。

在新的十年，中国的影视产业出现了
更多的创新业态，呈现出更多的发展方
向，但协会负责人表示，协会将坚持服务
意识，紧跟时代脉搏，推动上海影视制作
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全球影视创制中心贡
献智慧与力量。

剧组“老娘舅”托起影视腾飞梦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打造“上海服务”新名片

去刘海粟美术馆看水墨“双人展”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十周年庆典现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画展作品展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