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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店”再升级
提供更高效的拍摄体验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所在
地的前身是姚记扑克的生产线
厂房。2020 年盛夏，这里刚刚
完成华丽转身还处在试运行状
态的时候，记者就来过一次，参
观了第一批3000多平方米的拍
摄场景。当时令人印象最深刻
的是，偌大的厂房被分割成一
个个房间，每走进一个房间都
像是推开了一个任意门，医院、
教室、公寓……瞬时切换。此
次故地重游，当初的“小作坊”
已变成 25000 平方米的大型取
景地，而且更加注重场景之间
的连贯性，还引入了虚拟摄影
棚，完成了3.0版本的升级。

例如中心入口处的由彩虹
数字片场所打造的公司场景，从
电梯开始，接待处、会议室、茶水
间、办公区……拍摄动线一气呵
成，还解决了景深问题。上海国
际短视频中心商务经理侯楠楠
告诉记者，一部微短剧的拍摄周
期通常为一周左右，而且多采用
竖屏拍摄，所以无论是时间上还
是置景上都讲究“紧凑”，中心也
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来打造的，这
也是区别于传统影视基地最大

的不同之处，聚焦高频、复用的
中小型场景，更贴合微短剧的拍
摄节奏和预算标准。在这里，还
可以通过 LED 背景屏、Motion-
base智能数控设备等，实现虚拟
场景与实景的无缝切换。配合C
形屏和悬挂系统，行车戏份也能
安全高效完成，电影《飞驰人生
2》的部分片段就是在这里拍摄
的。“另外，我们在做场景设计的
时候既要考虑到每个区域场景
的风格、调性，也要给剧组把灯
光和机器的位置预留好，保证剧
组在取景时有多个拍摄角度，增

加剧组场景使用的空间。”侯楠
楠说。

据介绍，每个月，中心都会
对拍摄场景进行大数据监测，并
且根据监测结果做适时调整迭
代。到今年年底，这里的场景将
扩建到45000平方米，从而提供
更便捷、高效的拍摄体验。

全链条迈进
为年轻团队提供更大舞台

漫步在园区，记者发现了一
张海报，上面写着“喜报计划”。
原来，这是去年以上海国际短视

频中心为基地，由姚记科技、华
誉影视、喜马拉雅、喜豹传奇公
司联合发起的。上海国际短视
频中心总经理周杰告诉记者，该
计划也是中心从制景一站式向
产业全链条迈进的重要一步，希
望联通多方、共享资源、共同创
作，形成以“IP—制作—发行—投
流”为核心的微短剧制作全链
路，不断提质增量、打造精品。

“微短剧的迅速崛起，为年轻导
演、编剧、演员提供了更多展现
才华的舞台。目前，我们和上海
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等院校都
有合作，成立了实训中心。另
外，每个周末还设立了大学生开
放日，我们非常乐意为他们提供
实践平台。”

徐嘉宝是上海大学上海电
影学院2021级戏剧影视文学专
业的学生，此次，好朋友的毕设
《门清》邀请她担任制片。“场景
不少但预算很少是很多学生作
品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我当时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发现这里不
仅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所有场
景，而且还可以给到大学生非常
优惠的价格，所以毫不犹豫地就
来了。”她告诉记者，目前，该片
正在做新一轮的后期调整，踌躇
满志的她们想去戛纳电影基石
单元试试。

在周杰看来，虽然上海国际
短视频中心被称为“竖店”，但是
横屏与竖屏的比例正在日趋平
衡，无论是横是竖，如何推动短
视频的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所有
从业者面前的问题。而对上海
国际短视频中心来说，今年中心
将投资运营短剧80部，授权IP及
三方合作100部以上，力争建成
上海最大的短剧文创园区，打造
内容生产、产业孵化、数字营销
一体化的新型文创高地。

生于斯长于斯，“彭浦土著”
潘旭杰眼里的彭浦新村是一个

“冒热气”的社区，路边有很多烟
火小店。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他
发现这些年小店的生意并不好
做，他随口向店主打听了一下，
有的吐露生意冷清、有的表示自
己年纪偏大不会做线上引流，理
由多种多样。他萌发了一个念
头：希望用自己的爱好为商铺拍
摄小视频，挖掘它们背后的故
事，帮助推广小店。

说干就干的潘旭杰当起了
“彭浦代言人”，他带着心爱的相
机与街区书记携手走遍了彭浦
新村的大街小巷，寻找彭浦的

“小个专”特色商铺，不知不觉已
经发布了13条视频（记录了12
个店铺）。

第一期店铺视频叫“小五子
的味道”，镜头里的店主娓娓道

来这家老店的历史。原来店名
取自他的小名“小五子”，自
1996年开店起，从路边摊到拥
有自己的店铺，从小小的店铺到
如今的大场地和窗明几净，虽时
光荏苒，但许多街坊邻居都交口
称赞的“小五子”大饼油条的味
道始终如一。

探店拍摄的时间从早上持
续到晚上，在此过程中潘旭杰不
知不觉被店主的匠心打动。“运
营早餐店蛮辛苦的，许多年，店
里的大饼价格都没有涨，我记得
是2.5元/个。店主有句话很打
动我，‘彭浦新村的人养活了
我’。我把这句话剪到了视频
里。”

没想到第一期视频就爆了，
播放量达到3w+。这家开了近
30年的老店，一下迎来“泼天流
量”，缓解了经营困境。前两天，

潘旭杰早上去店里买大饼的时
候，被店主叫住：“谢谢你，小伙
子。最近店里的客人增加了不
少。”

这句话给了潘旭杰继续拍
摄下去的信心。“我感觉这件事
没做错。我希望能利用网络自
媒体的传播优势，为社区注入新
的活力，让‘大流量’与‘正能量’
紧密相拥、双向奔赴。”

在拍摄过程中，他还挖掘
到了很多温情故事：人民咖啡
馆咖啡师用精湛技艺传递对生
活的热爱，老北京水饺店的每
一碗水饺都承载着家的味道；
牛肉拉面馆店主说，“每一碗
面，都是他与顾客之间的情感
纽带”，柯达照相馆店主则说自
己每天都在做很平凡的事，只
是摁下快门，却记录着客人们
不平凡的每一天。

青年报记者探营上海短视频造梦空间：

“竖店”撑腰！年轻团队更“有戏”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古装基地。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这个系列好棒啊，拍得不
错，多出点，可以打卡了。”“博主，
下次来拍拍粒上皇店。看看什么
是冰板栗。”……随着视频定期在

“幸福彭浦”发布，“小个专”里寻
微光～“我是彭浦代言人”～探店
系列渐渐打出了知名度，甚至有
粉丝开始“点菜”。

谈及之所以能将社区小店拍
出烟火气的秘诀，看上去文静的
潘旭杰顿时有些话痨起来。

原来，大学期间曾担任上
海工艺美院手工艺术学院学生
会主席、新闻媒体部部长的他
有着丰富的拍摄经验。

小学的时候，潘旭杰的妈
妈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也因
此，他对社区的故事并不陌
生。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四
五年级时，有次台风日，跟着妈
妈一起去居委会值班。到了初

中，他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高
中时，拥有了人生第一部智能手
机的他将镜头对准了便民市集
等社区新鲜事，他参与拍摄的一
个短视频还曾上过“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在担任彭浦新村街
道网络自媒体党支部书记后，潘
旭杰曾受静安团区委邀请拍过
一个体验官的视频。

最近，潘旭杰还在做视频
课件，希望让居民体验自己大
学时所学的镶嵌玻璃，还有教
中老年居民如何拍剪视频。

“我与这个社区的链接就
是手中的相机，它记录美好，也
传递温度；它定格瞬间，也承载
故事，让我对青年怎么为社区治
理做小事，有了自己的完美解题
思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
入我们，共同守护社区的美好和
热气。”潘旭杰说。

手中相机 链接社区

共同守护身边这份“美好和热气”

温情小店 镜头记录

00后摄影爱好者化身“引流达人”

近年来，短视频的迅猛势

头有目共睹。在嘉定安亭，有

一个被称为上海“竖店”的地

方——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

经过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集

场景、服化、道具、设备、餐饮、

住宿等功能为一体的一站式

影视文创园区。以去年为例，

这里一共诞生了 100 多部微

短剧。而就在这个月，一个全

新的古装基地即将正式投入

使用，在进一步拓展场景的同

时也打开了新的发展版图。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潘旭杰。 受访者供图

手里的相机能为社区做些什么？
他组建优质内容创作团队记录温情瞬间带来泼天流量

2000年出生的潘旭杰是一名用镜头链接社区的摄影爱好者。
因为妈妈是社区工作者，从小潘旭杰对社区并不陌生。大学毕业

后，潘旭杰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他很想用摄影为社区做些什么。在彭浦
新村街道临汾路894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奉涛的推荐下，他创建了光影先锋志

愿者队，让平凡动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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