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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春 节 档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表 现 亮

眼 ——

《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 1900》《熊出

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封神第二部：战

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等 6 部影片

同步上映，2025 年春节档被称为“最强春节

档”。家国情怀、传统文化、IP 电影、电影工

业化等成为这个春节档的关键词。

截至正月初七，全国电影票房连续 7 天

突破 10 亿元大关。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
年 春 节 档 总 票 房 为 95.10 亿 元 ，观 影 人 次

为 1.87 亿，同比分别增长 18.64% 和 14.68%，

刷新春节档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截至 2月 5
日 9 点，2025 年电影总票房为 116.34 亿元，

观影人次为 2.40 亿。

“最强春节档”的强劲势头能否延续？

供需两旺的市场形势能否形成常态？

春节档影片中国风格、
中国气质鲜明

今年春节档影片题材多元、类型丰富、

市场关注度高。《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续

写前作暗线伏笔，展现人物的成长轨迹和战

争场面；《哪吒之魔童闹海》讲述哪吒闹海故

事 ，延 续“ 超 级 喜 剧 、超 燃 视 效 ”风 格 ；《唐

探 1900》保留类型风格的同时，在内容创新

和制作规模上升级；《蛟龙行动》作为我国第

一部核潜艇电影，在水下呈现广阔战场与复

杂战况；《熊出没·重启未来》是《熊出没》科

幻五部曲的最终章，用“极致的浪漫、大胆的

想象”呈现一场冒险；《射雕英雄传：侠之大

者》改编自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呈现了“侠之

大者，为国为民”。

中 国 电 影 评 论 学 会 会 长 饶 曙 光 表 示 ：

“高品质电影的有效充分供给，是保证春节

档高票房的重要前提。春节档上映的 6 部电

影在题材类型上涵盖了动作、动画、武侠、喜

剧、悬疑、神话等，满足了春节的观影需求，

中国风格、中国气质鲜明。”

“吃饺子、放鞭炮、看春晚之外，看电影

成为春节期间的一项文化新民俗。”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认为。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影院建

设加速推进，三、四线城市影院布局日臻完

善。当前，我国银幕总数已超 9 万块。硬件

设施的提升，为电影票房走高提供了基本保

障。从高制式影片的制作和放映来看，近年

来 IMAX、中国巨幕、CINITY、杜比影院等

特效厅的建设也提升了观影体验。不少影

院升级设备，拓展服务，让观众体验到科技

与电影的紧密结合。

从电影主管部门到经营主体都高度重

视把影片推向市场，许多地方和平台发放了

电影优惠券。一系列惠民举措，在一定程度

上 促 进 了 电 影 市 场 的 火 热 。 北 京 市 投 入

3300 万元观影补贴推出电影院里过大年、

2025 新 春 观 影 活 动 ，覆 盖 全 市 300 多 家 影

院；上海各大影院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如 9 元

的特价票、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票价补贴

等；江苏开展电影惠民消费活动，联合票务

平台发放 2500 万元惠民观影券。

春节档燃起了观众对影院的热情，成为

全年票房的“蓄水池”，也是电影市场的风向

标。接下来，能不能把这种“特殊性”变成

“常态性”？尹鸿认为，重点在于保证优质影

片的常态化供给。

用年轻人接受的方式讲
故事

今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影片票

房达 48.39 亿元。不少业内人士预测，该片

总票房有望刷新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纪录。

此前，2019 年暑期档，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

降世》上映，以超过 50 亿元的总票房创造国

产动画第一的好成绩。

《哪吒之魔童降世》经历了 66 次剧本修

改，完成了 1400 多个特效镜头。《哪吒之魔童

闹海》的角色数量是第一部的 3 倍，特效镜头

近 2000 个。“我们做动画的心态是宁缺毋滥。

第一部是‘死磕’出来的。观众给了我们做

第二部的机会，随随便便端上桌，不符合我

们的追求。相信观众不会拒绝有诚意的作

品。”影片导演饺子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发现，春节

期间，她身边去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朋友

中，很多是没看过第一部的年轻人。“事实证

明，要用年轻人接受的方式来讲故事，呼应

他们的心理需求。”她说，“在创作上要避免

因循守旧，不断推陈出新；在管理运营上要

突出电影的消费特性，尊重市场规律。电影

市场的关键潜在人群是年轻人，电影创作一

定要避免板着脸说教。”

家国情怀、传统文化、IP 电影、电影工业

化，是今年春节档的关键词。在对传统文化

的呈现方面，《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表

现亮眼。《封神三部曲》导演乌尔善介绍，影

片采用了大量非遗元素，很多建筑样式来自

“穿斗式”建筑，“非遗传承千百年，值得我们

了解并将之应用到创作中，这是作为中国创

作者非常幸运的事。”

IP 电影创作方面，由《唐探 1900》领衔的

系列电影尤为引人关注。“今年春节档上映

的 6 部电影都有 IP，系列电影成功的关键在

于创作者能否一直坚持推陈出新。创作者

只有不停地学习、进步、迭代，才能和观众一

起成长。”《唐探 1900》导演陈思诚说，今年是

“唐人街探案”系列上映 10 周年，系列已推出

4 部电影和 2 部剧集。

就电影工业化而言，高度类型化、制作

流程规范化、对电影高科技的运用是 3 个必

不可少的要素。今年春节档影片充分彰显

了这 3 个特质。

跟 着 电 影 去 旅 游 、品
美 食，惠民观影带火多元
消费

春节档电影带火拍摄地、取景地和故事

发生地，各地紧抓春节档契机，不断提高旅

游产品的供给，“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

影品美食”两项主题活动活力涌动。电影和

旅游市场的融合，为春节文旅市场注入新

活力。

《唐探 1900》拍摄地山东德州乐陵影视

城耗时 7 个月搭建了近 20 万平方米的拍摄

场景。借着电影热映，乐陵影视城在大年初

一到初七开放主题园区，开园第一天就迎来

了数万名游客。有游客表示，“仿佛自己也

成了片中人，很有代入感。”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上映带动各

地游客慕名来到湖北襄阳。襄阳文旅集团

负责人介绍，为接住这波电影带火的“武侠

流量”，当地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在昭明

台广场前设置拍摄打卡框，并安装郭靖、黄

蓉卡通立牌形象；在襄水街绘制了长度超百

米的巨幅《射雕英雄传》武侠风壁画，吸引游

客拍照打卡。

为促进电影和餐饮消费相互赋能，为春

节假期及全年电影和餐饮市场繁荣助力，国

家电影局、商务部启动的 2025“跟着电影品

美食”活动正在各地开展。参与出品《封神

第二部：战火西岐》的江苏省电影集团携手

餐饮品牌推出了多项活动，南京市 40 多家餐

饮门店同步推出联名套餐，还限时落地两家

主题餐厅。

一系列活动增强了多领域消费场景对

于观众的吸引力，通过惠民观影带火多元消

费。“电影从来都不只有票房价值，还具有高

影响力的溢出价值。这几年社会各界都有

更高意愿跟电影合作，放大其溢出价值的影

响力，让与电影相关的新型消费业态和消费

场景愈发丰富和活跃起来。”尹鸿说。

总票房超 95 亿元，观影人次 1.87 亿，均刷新纪录

电影春节档迎来开门红
本报记者   刘   阳

今年电影春节档，被称为
“最强春节档”：总票房和观影
人次均刷新纪录，看电影成为
新年俗，多领域消费场景吸引
观 众 跟 着 电 影 去 旅 游 、品 美
食 ……一系列亮眼表现，呈现
出一个供需两旺、活力强劲的
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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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冰雪项目、领略花船巡游、观赏

地戏表演……今年春节假期，“去乡村旅

游过大年”成为不少人的出行选择，也圈

粉了越来越多入境游客。有游客感慨：

“乡村的烟火中藏着地道的中国味道。”

乡 村 旅 游 何 以 不 断 聚 人 气 、扬 名

气 ？ 用 心 守 护 乡 风 乡 俗 乡 韵 是 关 键

所在。

福建南靖官洋村注重传统建筑的活

化利用，改善传统土楼内部环境，融入休

闲业态，让“凝固的诗歌”成为品味乡村

文化的重要平台；四川理县桃坪村坚持

保护与传承并重，举办花儿纳吉赛歌节

等民俗文化活动……守住乡村的“原汁

原味”，小而美的田园才能留住远道而来

的游客。

乡村旅游热度攀升也是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的生动注脚。乡村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根基，一砖一瓦皆故事，一街一

巷载乡愁，把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旅

游优势，有赖于因地制宜的开发与利用。

安徽黄山西递村围绕村中处处可见

的楹联，深挖楹联背后的“谦和”“自律”

等文化理念，建设楹联广场等文化新地

标，在潜移默化中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陕西柞水朱家湾村依山就势，打造终南

山寨民俗文化村，将乡土、民俗等融入建

筑艺术中，使生态成景点、村落变景区。

实践证明，利用好蕴藏于乡村沃土之中

的文化基因，实现从“静态展示”到“动态

传承”的转变，将为乡村积蓄更多发展新

动能。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乡村旅游有了更多新的“解

锁方式”。智能导览系统的推行，使游客实现“一部手机逛乡

村”；短视频等平台普及，“云端游乡村”拓宽了乡村旅游的可

及性……数字技术日益融入乡村旅游的全链条，提升了游客

的体验感、满意度。

推动乡村旅游“乘势而上”，同样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支

持。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90 条“年礼好物  自在乡村”主

题精品线路，进一步丰富了春节假期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

立足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将过去散落的乡村串点成线、串珠成

链，实现互补互促、联动发展，能够推动形成品牌效应，释放乡

村旅游发展的内生动能。

乡村旅游进入下半场，更要写好山水文章，守好生态底

色。从山东荣成烟墩角村翩翩起舞的天鹅，到重庆武隆荆竹

村郁郁苍苍的林海，再到甘肃迭部扎尕那村幽深狭长的峡谷，

乡村旅游看的是山水美景，品的是悠远古韵，留的是心中诗

情。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应在产业发

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游客能够在“望山见水”中

记住乡愁。

乡村旅游，一头连着游客的“诗与远方”，一头连着村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守好青山绿水、用好数字技术、护好诗意田

园，氤氲着烟火气和文化味的美丽乡村，令人心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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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响起，只见一人左手轻抛，右手用木

板猛地击出，高温铁水宛若一条巨龙，瞬时点

亮夜空，绽放出盛大璀璨的“烟花”。似火树银

花，又如星河坠落，引得台下观众连连惊呼。

这里是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的司徒小镇，

正在上演一出远近闻名的打铁花表演《千年

铁魂》。

春节假期，从除夕到正月初七，司徒小镇

总计接待 10.88 万人，经营性收入达 1439.39
万元。

“谁能想到，打铁花这么受欢迎，还成了

我们的吃饭手艺！”60 岁的司徒村村民焦国

太说。

打 铁 花 ，和 当 地“ 打 铁 ”的 传 统 息 息 相

关 。 晋 城 地 处 山 西 省 东 南 部 ，煤 铁 资 源 丰

富。位于晋城城区的司徒村，村里许多人祖

祖辈辈靠打铁为生。“每逢正月，我们小孩最

喜欢看长辈们打铁花。”焦国太说。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定制铁农具的人越

来越少，村里的年轻人很多出去打工了。村

子该怎么发展？2007 年，时任村委会主任，

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周小明带着几个村

民，在国内著名的乡村旅游地调研学习。“发

展旅游业，得有好看好玩的项目。”周小明带

着结论回到村里。

“啥好看？打铁花好看呀！”周小明挨家

挨户动员村里的手艺人，通过村集体企业投

资，打造专业的打铁花舞台。焦国太就是那

时候加入打铁花队伍的。

“没有场地，我们就在人工湖中心的台子

上打，也不收门票。”周小明介绍，如今，司徒

小镇打铁花的演出人员从最初的 36 人增至

270 人。10 年来，有 1000 多人在司徒村学会

了打铁花，有将近 200 名村民从事表演，带动

了附近 800 多人就业。

为了让演出不单调，周小明开始琢磨编排剧

本。“一开始请了专业团队，但是价格太贵，也不

了解本地历史，我们打算自己干。”于是，周小明

和村民们动手打磨演出的灯光、舞美、剧情，终

于磨出了打铁花经典剧目《千年铁魂》。

舞台上炉火熊熊、激光闪烁，锣鼓点的节

奏中，汉子们手举火把入场，带来一段刚烈的

舞蹈。只见手中杠铃上下举动，火星四溢。

接着就是铁花，旋出圆圈，击出长龙，铁花成

了漫天烟火。

“挖出了煤，炼出了铁，淳朴的铁匠，挥舞

着铁锤”……伴随着铁锤的敲击声，台词响彻

舞台，一段“九头十八匠”剧目表演呈现在观

众眼前。“打铁花不仅要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还要展现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周小明说。

漫步司徒小镇，亭台水榭，如同步入古

画，镖局、酒馆、醋坊等，处处体现着当地的民

风民俗。打铁花走红后，司徒小镇又编排了

《又见老山西》《小二黑结婚》《衙门断案》等数

十场演出剧目。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型当起

了演员，李卫岗便是其中的一员。

退伍回乡后，他被动员当了演员。没学过

表演，他就每天吊嗓子、练身形，看戏剧和电视

剧，琢磨人物角色的塑造。光是笑，他就学了十

几种情形下的变化。他每天要上演七八场演

出，“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知道我是村民后，特

别惊讶，夸我演得好，那一刻真是有成就感。”

如今，司徒小镇打造的商业街，集山西民

俗、美食、文化、创意集市于一体，荣获了山西

省首批休闲旅游街区、山西省首批夜间消费

和文化旅游集聚区、山西省特色商业街等称

号，已累计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

在山西晋城市司徒村，村民转型当演员，自编自导情景剧

铁花“打”出个艺术村
本报记者   郑洋洋

■艺术改变乡村R

@搬搬侠：既有踏碎凌霄的热血，又有

劈波斩浪的视觉，更藏着国漫工业化进程

的期望。《哪吒之魔童闹海》再次证明了什

么才是国产动画电影的天花板。希望导演

别累着，但也别闲着，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看

的作品！

@昕昕子：过年在侄子的软磨硬泡下

看了《熊出没·重启未来》，没想到我这个

30 多岁的人也看进去了。电影有笑点有

泪点，好几场打斗戏看得热血沸腾。侄子

看完说自己也想成为像小亮那样勇敢的

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超级英雄，小亮已经

成为侄子心里的小小偶像。

@凌雁：电影与文旅、餐饮、IP 周边等

产业是可以高度关联的，老百姓看什么、谈

论什么，流量就在哪里。但是话题和关注

度是否有持续性，电影能否成为经典，最终

还是取决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桃不言：在济南看完《唐探 1900》，晚

上就刷到乐陵影视城——这部电影的拍摄

地。前一晚刚看的电影，第二天就来到拍摄

地，真的有种穿越的感觉，收获意外惊喜！

@烙饼：老家在县城，没想到电影春节

档这么火爆，有的影片场场满座。观众会

为好故事买单。

（陈圆圆、邓建萍整理）  

网友热议春节档

■链接R

本报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刘阳）2 月 5 日，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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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落实“分类分层审核”制度。根

据微短剧行业发展实际，按照国产网络剧片分级监管、重点监

管原则，对微短剧按 3 类分 3 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以差异化、

精准化管理优化审核流程、提高审核效率。

根据通知，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均应报省级以上广电

主管部门进行规划备案和成片审查，重点微短剧的规划备案

由国家广电总局统一备案公示管理。其他微短剧由播出或为

其引流、推送的网络视听平台履行内容管理的职责，负责内容

审核把关与版权核定，定期将审核剧目信息报属地省级广电

主管部门备案。

根据通知，网络视听平台、小程序、投流方等播出或引流、

推送的所有微短剧，均须持有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完成相

应上线报备登记程序。节目上线前须在片头按相应格式要求

标注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号或节目登记备案号。网络视听平

台不得上线传播未标注许可证或备案号的微短剧，也不得为

其引流、推送。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

未标注许可证或备案号的微短剧不得上线传播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潘俊强）2025 年北京春节文

旅市场迎来“开门红”，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项指标创新高。

春节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 1758.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

费 286.7 亿元。入境游呈现火爆态势，接待入境游客 9.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1.9%；实现入境旅游花费 9.3 亿元，同比增长

52%。

春节假期，北京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活动丰富多彩。

春节假期，北京推出“庙会、非遗、演艺、冰雪、乡村、联欢、乐

游”七大类过大年特色活动 2756 场。传统庙会人气火爆，23
个庙会灯会游园会共接待游客 408.9 万人次。地坛庙会、龙潭

庙会、厂甸庙会等传统庙会是热门打卡地。庙会不仅保留了

舞龙舞狮、民间花会等，还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等，让游客感受

到传统年俗的现代魅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今年庙会的亮

点之一，北京中轴线日均接待游客 42.4 万人次，剪纸、泥塑、糖

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活动受到欢迎。

各文化场馆推出的特色展览同样备受关注，全市博物馆

共接待游客 235.9 万人次，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11.8 万人次。全市文商旅体活动

相融合，激发市场新活力。全市重点监测的 590 家文旅场所

营 业 收 入 11.7 亿 元 ，110 个 演 出 场 所 举 办 线 下 营 业 性 演

出 1655 场，观众约 33 万人次，票房超 5300 万元，场次、观众、

票房同比分别增长约 9%、7%、8%。

北京文旅市场多项指标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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