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短剧持续火热，
如何坐稳“风口”？
蛇年春节临近，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华夏文化

园里依然一片忙碌。
在一片仿古建筑街区，《重回新婚夜》正在加紧最

后几日的拍摄。两台摄影机同时开工、灯光美术服装
等团队配备齐全，乍一看，与传统影视剧剧组并无区
别。只有在离片场不远的监视区内，导演面前三台竖
屏监视器显示这是一个微短剧剧组。

“横店”变“竖店”，微短剧持续火热

和《重回新婚夜》一样，还有七个微短剧剧组在华
夏文化园紧锣密鼓地赶工。从景区到短剧基地，华夏
文化园是最早一批进入短剧赛道，并为微短剧创作提
供服务的横店专业片场之一。为了迎接涌入的微短
剧剧组，这里引进了与短剧相关行业的公司 13家，营
造短剧拍摄的行业生态。

华夏文化园业务负责人申屠航介绍，2024年前 11
月，该基地已开发短剧拍摄场景 27 个，共接待剧组
885 个，接待剧组数量同比增长 436.36%。“竖屏短剧，
特别是古装竖屏精品短剧在横店的发展势头大好。”
申屠航说。

流传于网络的“‘横店’变‘竖店’”不无道理。事
实上，微短剧拍摄在横店无处不在，步行街上、办公园
区、咖啡馆外，随处可见微短剧剧组忙碌的身影。不
经意间，横店的每个角落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微短剧拍
摄现场。

位于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横店产权交易
中心大楼，因为建筑现代风格浓厚，是当代题材微短
剧的宠儿。一楼大厅内，“某集团”招牌刚刚拆除，“某
市民政局”的布景就已准备就绪，偶尔还有作为道具
的跑车停在门前，引得路人驻足拍照。横店影视文化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何益芳告诉记者，最新的数
据显示，2024年横店接待竖屏剧剧组达 1190个。

发端于 2019 年的微短剧，因叙事节奏快、情节反
转多、情感冲突强等特点，契合了网络时代的快节奏、
碎片化的消费需求，行业迎来爆发性发展。以 2024年
春节为例，超 800部网络微短剧“竞逐”春节档，观看微
短剧甚至成为“新年俗”的一部分。

2024年，微短剧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国网
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4 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
显示，2024 年，行业直接、间接带动 64.7 万个就业机
会，2025年就业人数将随市场规模继续增长。

产业融合加快，创作生态日益多元

从早期“跑马圈地”阶段进入“深耕细作”阶段，随
着多元制作主体参与，近年来，微短剧正在“多元化”

“丰富性”方面持续提质增优。如今，越来越多的视频
平台、广电机构、传统影视公司入局微短剧，创作生态
日渐多元。

中国视协微短剧专业委员会会长、华策影视集团
董事长赵依芳认为，如何看待微短剧火热的现象，首
先要对微短剧有明确的定位：微短剧是文化娱乐消费
品。

“微短剧是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实现的娱乐，
能够满足普通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这个意义
上，微短剧的正面价值更大。”赵依芳说。

时至今日，微短剧作为“内容+产业”的新载体，正
与其他产业相结合，打造产出“投其所好”的产品。

“反转、冲突、模仿经典……我们尝试照着类似这
样的‘配方’来写了一集短剧宣传我们的新业务。”中
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编辑彭婉云
说，在去年 3 月份宣传铁路“次晨达”快捷班列时，团
队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

这部为营销而生的短剧，收效不仅体现在流量
上，更体现在实际的订单上。彭婉云说：“剧集播发
后，‘次晨达’快捷班列的营销室接到许多咨询电话，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大学生咨询能否托运行李。”

微短剧不限于谈情说爱，还能做医学科普。在
2024年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当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推出了一部短剧，用爱情故
事讲述地贫患者如何实现优生优育。

该院宣传统战部主任文俊骁说，2024年初短剧爆
火以来，医院一直紧跟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潮，推出
科普主题短剧，“大家爱看，科普的效果才会更好。”

精品化发展坐稳“风口”

采访中，“精品化”也是受访人士提到的高频词。
申屠航说，短剧诞生的 3年多时间里，来拍摄的短剧团
队阵仗越来越大。“最开始还是三五个人拿着单反进
来，到如今日均成本动辄上千元的吊机、真马的拍摄
配置，让短剧配套越来越接近大剧组。”

横店本土成长起来的东阳德玉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创始人屠光浩认为，微短剧已进入精品化阶段，制
作方为提升品质，纷纷延长拍摄周期并改变拍摄模
式。现在，微短剧在画面质感、打光、摄影调度以及演
员表演等方面，都在向长剧和长视频影视作品看齐。

“与早期相比，现在的微短剧制作成本已经翻了
一番，甚至飙升至百万元级别。这意味着粗制滥造的
作品已难以立足市场。”屠光浩说。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短剧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范志忠认为，政府部门为微短剧的规范发展设定红
线，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也是行业从“草根型”
内容主导变为“专业型”内容主导的过程。随着监管
和平台政策完善，低质量、低盈利空间的微短剧将被
放弃，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双重属性被着重强调，
传播秩序将持续规范、内容质量将稳步提升。

赵依芳建议，首先要鼓励培育优秀作品，管控负
面内容，助推微短剧质、量齐升，促进大视听产业发
展，推动文化产业赋能社会民生经济方面发展。其
次，倡导行业自律。微短剧行业要专业化，形成长期、
健康的生态；互联网投流和内容相互促进；成立专业
委员会、行业组织帮助微短剧行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 李欢、段菁菁、黄
凯莹）

1月28日，在江苏省泰州
市海陵区迎春西路消防救援
站，消防员和家属一起吃团圆
饭。

除夕辞旧岁，人们与亲朋
好友共吃团圆饭，互致美好祝
福，在温暖祥和的氛围下喜迎
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杨玉岗摄）

暖暖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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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蛇年新春共期美好未来
——我驻外使领馆举办春节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中国蛇年新春到来之际，我
驻外使领馆举办春节招待会，驻在国政要、
各界友人、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
表等欢聚一堂，迎新春，叙友谊，共同期待
美好未来。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举办春节招待会暨
“平壤欢乐春节”之“行走的年夜饭”。招待
会上，福建省歌舞剧院献上具有中朝特色
的歌舞节目，“年夜饭”随后开席。来宾共
享中国名厨精心制作的淮扬佳肴，观看淮
扬名菜文思豆腐制作过程及福建茶艺展
示，体验浓浓的中国年味。朝鲜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姜润石致辞表
示，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强化发展朝
中传统友好关系是朝方一贯立场。新的一
年，朝方愿同中方一道，遵循两国最高领导
人崇高意志，按照两国人民意愿，进一步强
化发展朝中友好关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督玛格丽

特·比兹利等嘉宾出席中国驻悉尼总领馆
举办的春节招待会，他们高度评价中华传
统文化魅力和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促进
澳中关系发展，加强对华合作，造福双方人
民。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王愚表示，愿同新
州各界共同努力，推动中澳关系、中国与新
州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南非小企业发展部长恩达贝尼-亚伯
拉罕斯出席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举办的新春
招待会，他在致辞中希望两国继续加强合
作，为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带来福祉。中国
驻南非大使吴鹏表示，中方期待同南方一
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
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共同构建高水平中南
命运共同体。

中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总领馆举办“温
暖迎春·共庆中国年”招待会。招待会以新
春庙会形式呈现，现场设置中国书法、剪纸、
茶艺、民族服饰、非遗作品等文化展台以及
水饺、点心、冰糖葫芦等中式美食，来宾们争

相体验中华文化。豪登省议长莫苏皮耶在
活动现场用中文向大家祝贺新春。他表示，
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所体现的家
庭和睦、拼搏奋斗、追求幸福等理念与南非
社会价值观高度契合。通过共庆春节，两国
人民增进了相互了解与尊重。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举办的乙巳
年新春招待会上，中国鼓、武术、民乐演奏、
旗袍秀等节目精彩纷呈，嘉宾们在热烈喜
庆的氛围中共度佳节。马来西亚国会下议
院议长佐哈里致辞说，两国各界人士齐聚
一堂，不仅是为了共庆新春佳节，更是为了
见证马中持久友谊和紧密伙伴关系。中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表示，过去一年
是中马建交 5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期
待新的一年中马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举办新春招待会，
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茨维亚诺维奇、司法
部长布诺扎等政要、驻波使节及华侨华人

等 400余人出席。茨维亚诺维奇表示，支
持中国的政策主张，赞同中国关于世界如
何发展以及中国作用的理念。中国驻波黑
大使李凡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波建交
30周年，两国应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共同推动
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

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副常秘马里贝出
席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春节招待会并致
辞。他说，博希望学习中国式现代化成功
经验，相信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博经济
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
范勇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
机，携手开创中博关系下一个辉煌50年。

在中国驻文莱大使馆举办的春节招待
会上，文莱国会议员庄静宜表示，春节申遗
成功，更具世界性意义。中国驻文莱大使
肖建国在祝辞中强调，中文关系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使馆将推动中文关系持续朝着
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关注亚冬会

除夕万家灯火日，“尔滨”喜迎亚冬时。
距离第九届亚冬会开幕还有一周多的

时间，哈尔滨街头巷尾的年味与亚冬元素
交织，共同奏响喜气洋洋的亚冬序曲。

在以亚冬会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春节期间不仅精心设计编排了除
夕主题的无人机表演，还新增春节主题
景观——由五枚古钱币组成的“前程似锦”
冰雕，每一枚都精雕细琢，承载着历史的厚
重与文化的韵味；“双福临门”冰雕中两个
大大的“福”字分别倚靠在中式大门两侧，
寓意着新的一年福气双倍降临；“年年有
鱼”冰雕，鲤鱼从水花中一跃而出，承载着
富足与吉祥的美好寓意……

此外，冰雪大世界今年的设计和建设充
分融入亚冬会元素，园区的主形象大门“冰雪
同梦”以冰雪与心形相交织的形态，象征亚洲
各国各地区有着同样的冰雪梦想。步入园
区，亚冬会吉祥物“滨滨”和“妮妮”憨态可掬，

传递着“哈尔滨欢迎您”的信息。园区内还有
亚奥理事会成员的地标景观，以及诸多体育
类的冰雕雪雕。

“我们今年就在哈尔滨过年，感觉冰雪大
世界里满是亚冬会的元素。今天除夕，春节
的氛围和亚冬会的气氛结合在一起了，我和
朋友打算年后再去看亚冬会的比赛。”上海游
客隋艾雯说。

哈尔滨拥有悠久的冰雪运动历史，亚冬
会的到来进一步激发了这里的冬季运动热
情，除夕这天也不例外。

在哈尔滨湘江公园，28日一早，10岁的
黄梓天就和爸爸一起来玩雪圈。这处公园里
形成的自然雪坡，每年冬季都成为市民滑雪
圈的好去处。“早上孩子要来，就带着过来玩
一会，也是一种过年的方式。”黄梓天的父亲
黄文说。

在湘江公园不远处的华山路，街道两旁
布置了亚冬元素的蓝色景观灯，两侧的店铺

门前，贴满了红色对联，红蓝相配，相得益彰。
除夕这天，亚冬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也

在稳步进行。28 日，亚冬会媒体村开村，
位于哈尔滨市中山路上的新巴黎大酒店
是媒体接待酒店之一，大厅内的红灯笼和
对联，营造出浓浓的年味。一旁，酒店运
行团队媒体服务经理耿春雨和同事正忙
着协调各项接待事宜。

“开村这天正值除夕，我们很激动，也
非常期待亚冬会的到来，目前各项工作都
已完成，包括媒体工作间、医疗室等，30
日将迎来首批媒体记者入住。”耿春雨说，
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将在赛
时入住这家酒店，他们专门配备了小语种
志愿者。

在酒店大厅，亚冬会元素的背景板前，工
作人员正在服务台做着入住的接待准备工
作；媒体工作间内桌椅摆放整齐，电脑等设备
一应俱全；医疗室内，医疗卫生经理李百韬和

同事清点着药品……
新巴黎大酒店场馆副主任赵丽红介绍，

该酒店共有客房310间，随着媒体村进入运行
状态，各方保障团队及物资也陆续就位，团队
将以“一流标准、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为目
标，为入住的媒体记者提供安全、温馨、舒适
的住宿和办公环境。

这个春节，无论是运动员村还是各项目
场馆，无论是交通、电力等系统，还是各环节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都在全力以赴为亚冬会
做最后的准备。

雪花从空中缓缓飘落，循迹放眼望去，从
群众性冬季运动场地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
到亚冬会赛场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从大街
小巷的对联福字和亚冬景观，到千家万户的
热切期盼，无不展示出“尔滨”正以饱满的热
情迎接亚冬会的到来。2月7日，以冰雪为约，
在“尔滨”相聚！

（新华社哈尔滨1月28日电 记者 王君宝）

冰天雪地也是欢天喜地
——“尔滨”过大年迎“亚冬”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8日电（记者 王春
燕、张晟）如果在滑雪场碰到赵博生，任谁都很
难将他与75岁的年龄联系起来。毕竟，当你
看到一个人穿着红白相间的滑雪服，拿着自带
音乐播放器的自拍杆，用潇洒自如的姿势，从
雪道最高处轻盈地滑下来时，谁会去琢磨这人
的年龄呢？

出生于1950年的赵博生，在牙克石市这
座位于大兴安岭的林间小城生活了一辈子。
他对滑雪的热情，还要追溯到1964年。小说

《林海雪原》中对战士们踏着滑雪板在林间穿
行的场景，令当时只有14岁的赵博生心生向
往。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林海雪原，赵博生心
中的林海雪原就在牙克石。地处高寒地带的
牙克石市有着“中国冰雪之都”的美誉，每年的
积雪期近200天，玩冰嬉雪成为最自然不过的
选择。

“当年的滑雪板，其实就是胶合板做的，窄
窄的两条。也没什么雪道，反正就滑呗。”赵博
生回忆说，他跟同学用借来的滑雪板，随便找
了个山坡，就那么滑了起来，“当时是小孩儿，

不怕摔跤，那跟头摔的啊，别提了。”
滑雪的记忆似乎告一段落，但林海雪原却

真实地存在于赵博生的生活中。念书、考学、
工作……生在大兴安岭的赵博生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林业系统工作，为森林调查、规划设计
奉献了毕生精力，大兴安岭的山水、树木、花
草、冰雪成为了他一生的挚爱。

到了2000年，已经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森
林调查规划院工作的赵博生注意到，新入职的
大学生们吃食堂、住宿舍，活动半径小，到了冬
天真的就在“猫冬”。

“等到春天要上山搞森林调查的时候，他
们的身体就垮了，上山走不动了。”赵博生说，
身体素质不过硬是没法儿从事林业工作的。

如何锻炼身体，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也能
锻炼身体？赵博生想到了滑雪。

“正好牙克石市的凤凰山滑雪场建成了，
我就通过滑雪场购买了40副滑雪板，在我们
单位组建了一支滑雪队。”赵博生说，我们是一
批人员两支队伍，夏天是“山鹰自行车队”，冬
天是“雪鹿滑雪队”。

就这样，赵博生把搁置了多年的滑雪运动

捡了回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退休之后，每年有半年时间，赵博

生的主业都是滑雪。
在牙克石，他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家和

滑雪场。去北京的儿子家生活时，生活同样是
两点一线：背着雪板送孙女上学，然后坐车去
滑雪场滑雪，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坐车回来接孙
女放学。

因为滑雪，赵博生走遍了北方地区的大
小滑雪场；因为滑雪，赵博生多次出国。“儿
子看我这么喜欢滑雪，就多次给我报了去滑
雪的旅行团。”赵博生的声音里充满了骄傲
和自豪。

赵博生去了美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
瑞士等国家的国际著名滑雪胜地，也对很多滑
雪场的规划、设计念念不忘。

赵博生回忆说，最潇洒的滑雪，还是在日
本北海道星野TOMAMU度假村滑雪场。“雪场
里到处都是小酒吧，而且是地热，中午去吃个
午饭，就那么一躺、睡一觉。下午再滑两个小
时，然后去泡温泉。太舒服了。”

为什么如此热爱滑雪？“因为我热爱森

林。”赵博生给出了一个看似答非所问的回答。
赵博生解释说：“我在林业系统工作了一

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搞森林调查，我就愿意
走进大森林。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挫
折，或者心情不好，一进森林就好了。在大森
林里喊两嗓子，郁闷的心情也就喊出去了。所
以，我热爱大森林。”

“夏天的时候，可以爬山。冬天干啥呢？
那就是滑雪。周围的环境好，山漂亮，雪漂亮，
森林漂亮，小镇也漂亮，心情就好，这滑起来就
像鸟似的，就像飞似的。”赵博生说。

年龄真的一点影响没有吗？赵博生笑着
说，现在要出国滑雪就难了，“哪个旅行社还敢
带着一个快80岁的老头儿出去滑雪啊？”

不过，不能出国滑雪，在国内依旧能滑个
痛快。“咱们国内的滑雪场越来越多、越来越
好，设施越来越完备。”

赵博生说，近年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滑雪
运动火了起来，“来牙克石滑雪的南方人多了
好多，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南方小土豆’，（因
为）他们看到这雪地就打滚啊、闹啊。冷资源
真的‘热’了。”

雪板上的“老顽童”，年龄真的只是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