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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一逛四川乐山，寻找微短剧《我的归途

有风》中的味道；打卡微短剧《飞扬的青春》取

景地，体验乡村美景……眼下，“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成为文旅新风尚。

微 短 剧 是 热 门 的 网 络 视 听 文 艺 形 态 。

经历了前两年的粗放式发展后，在行业主管

部门的积极引导和市场的自身调节下，微短

剧行业正沿着精品化的轨道前行。今年年

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出“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创作计划。 6 月 1 日起，《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

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

正式实施。一批微短剧精品涌现出来，有的

在筹备阶段就展现出精品化的特质，有的还

为拍摄取景地的文旅产业带去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行业活力旺盛，多方
加入赛道

根据艾瑞咨询《2023—2024 年中国微短

剧市场研究报告》，国内微短剧 2023 年市场

规模 373.9 亿元，较 2022 年的 101.7 亿元同比

上升了 267.65%。《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2024）》显示，经常观看微短剧的用户占比

达 39.9% ，31.9% 的 用 户 曾 为 微 短 剧 内 容 付

费。微短剧发展势头迅猛，正在成为大视听

领域最热门的赛道之一。

回忆发展微短剧的初衷，快手副总裁、总

编辑刘洋说，2019 年前后，用手机看竖屏短

视频渐成趋势，快手打造了“星芒短剧”项目，

在已有的用户创作基础上，吸引更多专业人

士参与其中。截至 2023 年 12 月，“星芒短剧”

项目已经播出了 326 部播放量过亿的微短

剧。“这个项目的成功，一方面与我们在微短

剧领域的长期深耕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微

短剧市场本身的火爆，以及广大用户对这种

新的网络视听形态的喜爱。”刘洋说。

点众科技是一家经营网络文学业务起家

的公司，目前每月能创作生产 30—50 部微短

剧。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每年上百万

部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筛选和视频转化。在

公司执行总裁李江看来，微短剧最重要的是

“故 事 ”，编 剧 在 创 作 中 发 挥 的 作 用 至 关 重

要，“微短剧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更愿意

把它叫做‘视频故事会’。基于网络文学的微

短剧的受众，对内容产品的期待主要体现为

由微短剧提供的情绪价值。”

随着微短剧市场的不断扩容，近两年来，

长视频平台、影视剧制作公司和广电媒体也

纷纷入局微短剧。如此一来，大大提升了微

短剧的创作水准，一批重视叙事技巧、注重形

式 创 新 、观 照 当 下 生 活 的 精 品 微 短 剧 开 始

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教

授何天平认为，在广电网络视听行业提质增效

的大背景下，微短剧之所以对投资者、从业者

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在于微短剧具有

以更集约的力量产出更精品化内容的可能性。

完善常态化管理举措，
促进内容生产精品化

微短剧产业兴起之初，一些作品品质欠

佳。随着行业的不断壮大，主管部门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规范政策和措施，对行业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2022 年 11 月 ，国 家 广 电 总 局 组 织 开 展

了小程序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此后

又提出了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

内 容 审 核 细 则》等 完 善 常 态 化 管 理 机 制 的

举措。

今年 4 月 23 日，微短剧创作座谈会举行，

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规范，营造微短剧高质

量发展的环境。5 月 17 日，中国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协会发文显示，针对微短剧收费存在

费用高、不透明、诱导付费、维权困难等问题，

国家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

今年 6 月 1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

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正式实施，明确

微短剧施行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审核且备案

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何天平说：“网络微短剧作为当前网络视

听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合规方面本

身就应当遵循一般性的审核流程和价值规

范，《通知》的推行，是引导微短剧业态走向成

熟化、规范化的重要一步。”此外，这也是压实

平台责任的重要举措。“机构和平台作为构成

微短剧生态的重要主体，本身就对评估、把关

和确认内容合规负有责任。”何天平说。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促进文旅融合

今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提出“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引导各地结合当地文化

和旅游资源，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

精品”的要求，在已有重点微短剧项目中增加

文化和旅游元素、创意、情节，或者通过自制、

中外联合制作等方式开发新作品。

计划提出，围绕乡村全面振兴、中华文明

起源和文化传承、“中国制造”、“中国速度”、

“中国力量”等 8个创作方向，2024年要创作播

出 100 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

剧，推动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热播

“出圈”，营造跟着微短剧去各地“打卡”的新

风尚。

截至 4 月 23 日，已有两批共计 28 部优秀

微短剧作品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创作计划推荐目录，其中已播出的

21 部微短剧已展露出强劲的传播优势，赋能

文旅深度融合的效应初步显现。

比如，《我的归途有风》播放量达 1.9 亿，

剧中对跷脚牛肉等美食的展示，吸引了不少

网友前往乐山旅游；《飞扬的青春》将剧中的

滑翔伞体验等项目延伸至剧外，取景地浙江

温州曹村镇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 30%；以湖南常德桃花源和福建

平潭网红打卡地为取景地的《你的岛屿已抵

达》和《那个重逢的夜晚》，在创作之初就与当

地文旅部门紧密联动，获得了场地、群演等方

面的支持，节目播出后单部均收获全网破亿

的访问量。

李江认为，微短剧与文旅相结合，之所以

能释放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键在

于用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给当地旅游资源引

流。“文旅指的是文化旅游，不只是说有好山

好水，更多是倚赖一个故事所承载的文化，将

美景美食融入进去。因此，用微短剧讲好故

事，由此带动当地的旅游产业，是一条可以持

续产生综合效益的路径。”李江说。

何天平认为，“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

计划把微短剧和文旅资源开发相融合，是响

应当前文旅深度融合号召的创新举措。“未来

会有更多可能的‘微短剧+’形态，比如‘微短

剧+技术’‘微短剧+实体经济’‘微短剧+品

牌’等，这也为微短剧的发展前景带来更多想

象空间。”何天平说。

创作生产走向精品化，赋能文旅深度融合

网络微短剧 跑进长赛道
本报记者 刘 阳

微短剧是当下热门的
网络视听文艺形态，在行
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和
市场的自身调节下，微短
剧创作生产走向规范化、
精品化。国家广电总局提
出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划催生了一批精
品，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
效应初步显现。

核心阅读■文化市场新观察R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梦呜苗寨风

景区，吊脚楼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

苗寨内的旅拍服饰店印象梦呜店长小杨

说：“游客来体验换装旅拍，我们可以提供工

坊的特有款式，很多游客会专程冲着特别款

来我们店。”

小杨所说的工坊是位于融水县城的“彩

云苗艺非遗生活美学馆”。2016 年，工坊进

驻融洲风情苗族文化风情街，享受免 3 年店

铺租金的优惠政策。此后，更多苗绣相关店

铺在风情街陆续开张。

走进工坊的车间，墙壁上挂着五颜六色

的线筒，走廊里悬挂着各式服饰，十几名女工

裁剪布料、踩缝纫机，各司其职。工坊产品包

括几大系列数百个品种，最高年产值近 500
万元。工坊开展公益性技能培训，吸纳当地

留守妇女成为绣娘，让她们可以灵活就业，增

加收入。

“一张绣片，一个绣娘要绣半个月，每张

售价 1500 元。”苗绣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工坊执行董事李伊园说，手工绣有着机绣无

法比拟的细腻，但人工成本高。机器绣花也

可以绣传统纹样、做传统版型、按照传统裁

剪。除少量手工绣订单外，目前工坊也会运

用机绣绣片，有效降低了制衣的人工和时间

成本。

为适应现代穿着需求，工坊还对服饰的

材质、样式等做了微调。“服饰是随着社会发

展变化的，我们会传承苗绣纹样的特定样式、

相对固定的版型、绣法的技艺，但布料、颜色、

款式等会根据现代的审美、需求进行改良。”

李伊园说。

工坊还积极将苗绣元素融入日常服装、

文创等，开发更多元化的产品。在融水镇苗

家小镇小学，孩子们穿着工坊制作的特色校

服；在广东，也有不少企业采购工坊制作的苗

绣鼠标垫、公文包。

2017 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李伊园

带 着 苗 绣 作 品 远 赴 英 国 伦 敦 参 与 文 化 交

流 ，“ 外 国 人 看 到 我 们 的 民 族 服 饰 发 出 惊

叹，更坚定了我的信念，要为推广非遗多做

一点事情。”

现在，她和绣娘们一起设计产品、拍摄视

频，利用自媒体平台推广苗绣，很多人找上门

定制文创产品。工坊还开展研学业务，活动

的场所就是工坊车间楼下的教室，自 2020 年

来已接待 2000 多人次。

“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更多人了解、熟悉、

用上苗绣。”李伊园说。

苗绣非遗传承人李伊园开办工坊、改良产品

绣 出 美 好 新 图 景
本报记者 祝佳祺

本报成都 7月 7日电 （记者王明峰）蓝染与竹编走向街

头，文创小店搬入古街，工业遗产建筑化身时尚空间……四川

省都江堰市充分挖掘文化资源，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助力文旅

融合发展。

都江堰市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还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

青城洞经古乐、青城武术、柳街薅秧歌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依托丰富文化资源，都江堰市不断推进文化旅游场景

化、产品化，先后培育了融创文旅城等项目，打造“最成都·生

活美学”新场景 14 处，创建“新旅游·潮成都”目的地 29 家、周

末精品旅游场景（点位）40 个，文旅消费的时尚标签越来越丰

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541.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5%。

四川都江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武汉 7月 7日电 （记者陈世涵、朱金宜）7日，2024“光

影中国”影像采风行在湖北省武汉市启动。报道团队将前往

湖北、陕西等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推出一系列融媒体产品。

活动首站走进武汉市，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保护，挖掘并呈现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接下来，报道团队还

将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江苏省无锡市等地，探访当地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鲜活

实践。

据介绍，“光影中国”影像采风行于 2023 年发起，旨在以

光影的方式、鲜活的故事展现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动场景。

2024“光影中国”影像采风行启动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杨颜菲

铃声响起，江西省抚州市临川

区第十三小学寻梦曲苑戏曲社团的

学生快步跑进学校戏曲练功房，整

齐地排好队开始上课。

“今天，我们将通过练习抚州采

茶戏的唱腔和形体两项基本功，来

理解、体会戏曲表演‘字清、情真’的

要求。”授课教师、抚州采茶戏省级

非遗传承人汤绍云说，“正式开始练

习前，我想先请一名同学朗读抚州

采茶戏曲词。”

“老师，我来读！”学生刘羽恩开

始大声朗读。汤绍云走到刘羽恩跟

前，笑着指导，“你没有用腹部发音，

用了喉咙发音，声音确实挺大，但是

吐字还不够清晰，气息不足。”

汤 绍 云 接 着 说 ：“ 戏 曲‘ 四

功’——唱、念、做、打，以唱为首。

字正腔圆，首先强调的是‘字正’。

因此，想要唱好采茶戏，吐字咬字一

定要清晰，不能吞字、嚼字，发音也

不能软弱无力。我们要用丹田气，

嘴巴适度张开，把每个字都咬准，字

音 饱 满 ……”说 完 ，她 开 始 演 唱 示

范，细腻婉转的曲调韵味十足，学生

们听得聚精会神。

汤绍云介绍，采茶戏起源于古

人采茶时哼唱的山歌小调，后来慢

慢演变成民间小戏，“采茶戏贴近生

活，语言幽默，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

民的生活情趣。演好采茶戏，我们

就要品味其中的‘情’。”

课间休息，学生们三三两两聚

在一起，哼唱着刚刚学会的曲调。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我时常思考，怎样让孩子们更好地了

解、学习采茶戏这门艺术。”汤绍云说。

铃声响起，课程继续。“我们上次学习了哪些形体动作？

谁能演示一下？”汤绍云提问。

“学了单山膀、顺风旗。”学生付雨晨抢答，之后便开始演

示。汤绍云走到付雨晨身边，用食指轻轻一按她举起的手掌，

付雨晨的整只手顺势低了下去。“动作对了，力度不够。”汤绍

云说，“戏曲的动作柔中带刚、内含劲道，体现了‘刚柔并济’的

特点。”

“接下来，我们通过练习戏曲中‘赏花’‘观鸟’等动作，学

习如何把‘情’表达出来。”汤绍云挺直身板，右手翘起兰花指，

一边左看右瞧，一边用戏腔吟唱。

“戏曲表演不仅要动作标准，更要充分调动自身各种感

官，沉浸到场景中去演绎。如果表演者不能全情投入，也就无

法感动观众。”汤绍云说。

练功房镜子前，学生们两三人一组练习动作，汤绍云不时

指点、纠正，渐渐地，学生们的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不知不

觉间，时间过得飞快。

临川区第十三小学的这门课，是临川区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临川区着力打造‘沉浸式思政课

堂’，各中小学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切入点，将抚州

采茶戏、陶艺、剪纸、书画、篆刻与思政课堂紧密融合，打磨出

21 堂 精 品 课 程 。”临 川 区 教 体 局 党 委 副 书 记 、副 局 长 徐 红

梅说。

近年来，临川区第十三小学通过成立戏曲社团、建设戏曲

文化长廊、普及戏曲操等方式传承戏曲文化，学校获评第二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学校组织编写《抚

州采茶戏》教材及经典曲词纲要，聘请两名抚州采茶戏省级非

遗传承人，每周为学生教授两次共 4 学时课程。”临川区第十

三小学校长徐文根说。

“我二年级就开始上戏曲课，逐渐感受到戏曲艺术的独特

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后也想从事戏曲方面的工作。”四

年级学生邹梓墨说。

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程，在学生们心中播下了戏曲的种

子。“希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孩子们心中的种子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汤绍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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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思政课怎么上R

暑假开启，各地公共文化场馆、演出场所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走进科技馆、剧

院等文化场馆，学习知识，感受艺术，乐享假日时光。

上图：7 月 5 日，第三十一届“打开艺术之门——2024 暑期艺术节”在北京市中山公园音乐堂开

幕。图为表演者在和小朋友们互动。 苏冠名摄

左图：7 月 7 日，一名中学生在山东省枣庄市科技馆了解内燃机工作原理。

刘明祥摄（新华社发）

暑假生活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