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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剧爱上一座城

郑州文旅微短剧
如何向“精”而行

本报记者 陶然 文/图

“两个老头子加三个年轻人的
戏班子组合，让俺瞅见咱‘很河南’
的新豫剧。”热衷于戏曲艺术的王
大爷上周末一口气追完了微短剧
《豫见您，遇见你》，看完后表示，这
部剧是反映河南文化特色的精品
力作，值得让更多的人看见。近年
来，微短剧作为网络视听领域的新
兴业态之一，在信息海量化的当
下，微短剧凭借“短、平、快、爽”等
特征成为深受用户追捧的“解压神
器”和“电子榨菜”。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
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
市场规模达373.9亿元，同比上升
267.65%，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
将超500亿元。

作为并没有电视剧、电影制作
“基因”的郑州，既比不过西安的电
影制作，也没有横店拍摄场地的后
期加工，但全国近四成的短剧创作
来自郑州。2024年上半年全国微
短剧行业排行榜上，有203部郑州
承制的短剧登上热力榜。

那么，郑州文旅微短剧，如何
呈现怎样百花齐放之态？又何以
突出重围，步步生莲？未来又将如
何乘风踏浪，驶向更远的远方？

“镇墓兽”坐进直播间
“泼天”流量从此来

“你这件宝贝很开门……”话音一落，一
件艺术品的历史年代甚至真假仿佛就被即
刻“敲定”，随着互联网直播“鉴宝”节目的火
热，“开门”一词也迎来了“破圈传播”，不仅
吸引着原先藏友群体的关注，也让对传统艺
术和文化瑰宝感兴趣的网民加入围观。

上月末，一场“撞脸”风波，让巩义博物馆
在互联网上走红。起因是国庆假期前后一名
互联网赏宝主播因颇具个人特色的直播风
格，吸引了超过千万粉丝关注。不久后该主
播在直播间发现一尊连云港市博物馆展出的
镇墓兽与其“撞脸”，引发数十万网友关注。

无独有偶，有网友晒出全国多个博物馆
都有“撞脸”该主播的镇墓兽。其中，河南巩
义博物馆的馆藏唐代黄釉镇墓兽，同样因其
独特外形吸引了成千上万网友的关注。据
巩义博物馆副馆长张淑晓介绍，这件已经在
博物馆放置了 20多年的文物，一直处于“无
人问津”的状态，而这次互联网带动的“大
火”，让博物馆一天的游客就达到上万人。

据悉，这尊陶制的镇墓兽在 1990 年出
土于巩义市鲁庄镇，原本在巩义博物馆二楼
唐三彩展厅和其他镇墓兽一同展示，在互联

网关注度不断攀升以后，博物馆将其放在了
单独柜台。此后，开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
馆的相似镇墓兽被纷纷挖掘，镇墓兽这一古
代墓葬中的文物也因互联网直播的间接影
响，被更多普通群众所了解。

相较于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镇
墓兽”这一文物，其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背景、
文物年代、制作工艺，还是从存世量、独特性
上看都有一定差距。但是，在热点话题的带
动下，在网民群众热爱加持下，小小镇墓兽
由“无人问津”走向了“门庭若市”。

巩义博物馆“镇墓兽”的快速出圈，既展

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直播的传播潜力，又从
侧面说明了网友对历史文物“一点就通”的
关注与热爱。这种喜爱，不仅给网络“鉴宝”

“赏宝”等节目提供了群众基础，也让民间收
藏市场从古至今，传承千年。

“文化自信”来打底
纯粹热爱世代传

沿着洛阳市丽景门一路向东，记者近日
来到“老洛阳古玩城”附近，与郑州古玩城不
同的是，这里遍布着零散的地摊，从各类收
藏钱币到旧书、老物件，各种物品静置于摊主
面前，没有吆喝推荐，也不需要广告立牌，摊
主手往兜里一揣，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玩这个也不是说为了钱，就是看在自
己有限的知识中，能不能搏来更大的惊喜。”
背着手游走于数个摊位前的葛大爷告诉记
者，像这种地摊交流，大家甚至可以以物换
物，只要双方认可彼此的“宝贝”，那么这种
满足与快乐便可以完成互相传递。

12月 7日，第十九届晋陕豫苏艺术品博
览交流会在郑州天下收藏文化街开幕，这场
汇集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四省收藏家的大
会，一经开幕便迎来了许多收藏爱好者的光
临。尤其是在街区二层新开放的“地摊区”，
更是一时间喧闹不已。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原本计划的 150 个摊位，却发放了 510
份午餐，藏友们热情十分高涨。当被问及为
何藏友们如此热爱时，拥有 13年收藏经验
的常正安说，当人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就
要追求精神生活，追求艺术品的品鉴之美，
华夏文明诞生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腹地并
传承至今，玩文玩收藏就是对老祖宗的敬
仰，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从宋徽宗、乾隆皇帝热衷于给自己的书
画藏品盖上印章，到如今藏友拿着自己淘来

的小物件去一鉴真假，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
华夏历史的普遍认同，推动着一代又一代收
藏爱好者涌现在历史长河中。交流会开幕
式结束后，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许若军
告诉记者，文化传承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的
支柱，藏友们的憧憬与热爱，来源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它家喻户晓且人人喜爱。

“行话”出圈之后
交流市场需规范

除了“开门”以外，收藏爱好者们互相交
流的“行话”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打眼’‘吃
药’，这些都有着暗指‘看走眼’‘买错了’的
意思”。常正安说，随着自媒体发展和网络

“鉴宝”节目的普及，许多新一代90后、00后
也逐渐加入了收藏大军。但是，俗话说“三
百六十行，古玩为大”，想要成为一名成熟的
收藏爱好者，其门槛也是相当之高。

据记者了解，从逐利的角度出发，古玩
市场上也会有一些仿制品流通，它们的出现
会破坏艺术品的正常交流环境，许多刚入门
的爱好者容易遭到“打眼”或是“吃药”，这就
需要民间爱好者做好相关收藏门类的知识
储备，从有相应资质的平台或是合法渠道，
购买自己心仪的艺术品。

今年 11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修订通过，明确指出：国有文物、非国
有馆藏珍贵文物、来源不合法的文物、被盗或
者流失文物等不允许买卖。依法继承、接受
赠与，从文物销售单位购买、通过文物拍卖企
业购买等方式获取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除了法律的规范，营造一个良好的收藏
交易环境也同样重要。天下收藏文化街相
关负责人杨广玉说，纵观历史长河，每一个
朝代都有它的古玩市场，无论是地摊还是商
户，都有责任去继承、去发展，让优秀传统文
化与古玩珍品在传承中得到保护。

投身热爱，让“宝贝”世代相传，这是对文
化遗产的保护。如今，城市的发展让一座座
博物馆拔地而起，热爱文物、钟情历史的市民
不仅可以在古玩市场中邂逅心仪，更能在琳
琅满目的文物展柜中找寻那“开门”的真谛。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白瀛）围绕 2025年元旦、春节重要排
播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9日向社会
集中推介文艺晚会、文艺节目、纪录
片、动画片、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
境外引进节目等60余部优秀作品。

广电总局负责人介绍，此轮发布
的电视节目形态丰富多样。2025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2025年非遗晚会、2025湖南卫视芒
果 TV春节联欢晚会等 18台文艺晚
会以科技赋能舞台，展现家国风采；
《三餐四季（第二季）》《五星耀中华》
《好奇研究所》等14个文艺节目关注
时代风貌，传递奋斗不息的蓬勃之力。

《中国官箴（第二季）》《中华喜
宴》《中国未来时》等8部纪录片构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
国系列（第一季）》《篮球旋风（第二
季）》《小小守艺人》等 6部动画片聚
焦新时代青少年成长，折射出新时代
改革发展新气象；《清明上河图密码》
《灿烂的风和海》《国色芳华》等首播
电视剧，以多元视角表达新时代的价
值追求和精神风貌。

《2025 中国网络视听盛典》《布
达拉宫》《闪耀吧！大运河》等网络视
听节目凭借鲜活语态与前沿技术，为
传统表达注入时代活力；《达芬奇》
《少年伏尔泰》《爱因斯坦与霍金：解
锁宇宙》等境外历史和人物剧集，为
中国观众了解世界各国历史、文化、
科学、社会发展等打开新窗口。

这件宝贝“开不开门”？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文/图

“开门”一词，来自于收藏圈或是鉴
宝节目的一种交流“行话”，原意指某件
器物在第一眼看上去就符合某个时代
的形制工艺，并引申为“一眼看上去就
是真品”。近年来，随着文博热的不断
升温，除了“博物馆里过大年”“考古工
地开放日”等官方活动备受市民青睐，
一群热爱人文历史，热衷古玩收藏的爱
好者同样在民间推动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发展。在第十九届晋陕豫苏艺术品
博览交流会开幕前后，记者走访了多地
收藏、文玩市场，从线上到线下，一探文
博收藏在这个时代的生机与色彩。

广电总局集中推介2025年
元旦、春节优秀电视节目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
白瀛 王鹏）记者从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获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家
一级演员、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
一，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退休干部谢芳
于12月19日凌晨在北京安贞医院去
世，享年 89岁。谢芳是 1959年电影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
谢芳曾出演《小二黑结婚》《白

毛女》《太阳初升》等歌剧和《早春二
月》《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
手》《李清照》等影片。2016年，谢芳
获得第 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生
成就电影艺术家”。

表演艺术家谢芳去世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实习生 聂
童鑫)12月 19日上午，由中国书画报
社学术指导，全国多省市自治区共11
个美术单位及高校联合主办的“第五
届中国画双年展”全国巡回展（郑州
站）于郑州美术馆（瑞达分馆）开展。

据了解，从来自全国各地国画家
2000余幅作品中评选出的 259幅优
秀作品，入选“第五届中国画双年展”
全国巡回展。这些作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画家以自己的作品讴歌新时
代的伟大成就与祖国日新月异的快

速发展。这些作品重视对传统和经
典的继承，体现当代价值与时代感。

作为中国美术界的一个重要学
术平台，“中国画双年展”全国巡回展
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为己任，旨在为
全国各地国画家提供更好的学术交
流平台和展示机会，使更多有才华、
有成就、有创新、有担当的优秀国画
家脱颖而出，为我国中国画事业的发
展做出贡献。

本次画展于 12月 19日至 28日
在郑州美术馆（瑞达分馆）展出。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2日晚，郑州拳迷将迎来一场激
情四射的拳王对抗赛。由顺远搏击俱乐部主办的2024年

“聚合盈杯”武林大会中外拳王争霸赛将在郑州体育馆打响。
届时，来自中国、泰国、摩洛哥和伊朗的顶级拳王，包

括“奇迹女孩”李明蕊，伊朗泰拳散打双料冠军马赫迪·阿
卜杜拉·马勒基等选手，将展开惊心动魄的巅峰对决。

本报讯（记者 杨泽雅）记者从郑
州博物馆获悉，12月 22日上午在郑
州博物馆一楼报告厅举行的“中原文
明的创造力——从青铜器块范法铸
造工艺谈起”系列讲座，将特邀河南文
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馆员李
琴，为大家全方位解读中国青铜文明。

据了解，《中原文明的创造力
——从青铜器块范法铸造工艺谈起》

讲座以“中原文明的创造力”为主题，
依托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从刑
范正、工冶巧、火齐得、创新性发展四
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古代青铜器铸
造工艺的特征、技巧及发展脉络，深
入阐释文物蕴藏的中国智慧、中国精
神及中国价值，揭示出我国古代青铜
器精湛工艺背后的融合、创新，体现
出中华民族智慧、民族活力。

“第五届中国画双年展”
全国巡回展郑州站开展

这场公益讲座为您解读
青铜器块范法铸造工艺

武林大会中外拳王
争霸赛周日在郑开打

巩义博物馆的唐代黄釉镇墓兽

鼎革·中牟影视基地

跨界融合 向新而行
随着微短剧产业的发展，郑州微

短剧市场也逐渐火热，成为集内容策
划、拍摄、制作于一体的重要城市。据
统计，2023 年以来，郑州市有 1100 多
部微短剧按照规定通过网络视听平台
机构自审播出。

在 1 月 12 日广电总局发布“跟着
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后，10 月 25
日，郑州市发布《关于郑州市加快推进
网络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的意见》。《意见》明确，争取到2027年，
将郑州打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

“微短剧创作之都”，全市微短剧市场
规模达到100亿元。

在拍摄过程中，微短剧制作成本
低、创作周期短、市场反馈快，致使投
入该行业的人源源不断，加速推动了
业态的“出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
剧学院副院长石杨表示，微短剧的兴
起让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放眼全市，影视“竖店”郑州航空
港区打造了一个微短剧新场景——郑
州航空港空港聚美竖屏电影基地。据
介绍，微短剧的周期很快，目前一部微
短剧的拍摄周期基本就是7天，而这座
竖屏电影基地，能够一站式拍完一部
短剧。

而城市的历史文化元素同样可以
为剧集加冕，不仅可以提升景点热度，
还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循环。10 月 9
日，在风景如画的登封嵩阳景区，郑州
市首部文旅微短剧《天下嵩山》正式开
拍。上映两天，抖音相关话题热度就
突破4亿，付费量达1000万元。

11 月 26 日，鼎革·中牟影视基地

揭牌。中牟新区将其作为“微短剧+文
旅”的突破口，希望能借短剧拍摄赋能
中牟文旅产业“出圈”。

出海风潮劲 轻风好扬帆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中国

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
截至今年6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
达到 5.76 亿人，占整体网民的 52.4%，
呈稳步增长态势。体量小、节奏快、情
节密、反转多，微短剧这种不拖沓又直
接的“爽”感的确迎合了不少观众消遣
放松的需求。

“微短剧每集的时长通常在 2至 8
分钟之间，我经常在上班路上、午休等
碎片时间用手机随时随地观看，既不
会感到时间上的压力，又能获得丰富
的剧情体验。”市民小刘表示，自己还
经常会把好看的剧推给身边的人。

一部文旅微短剧想要“出圈”，优
质的剧本、更新颖的题材、巧妙的构
思、缜密的结构、独特的拍摄手法等方
面一定少不了。像《豫见您，遇见你》，
相较于传统戏剧剧集，在题材、风格、
叙事手法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新颖、
有趣。

不少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纷纷表
示，微短剧篇幅短小，从而降低了制作
成本，因此需要寻找一个极具性价比
的地方。数据显示，与其他城市相比，
郑 州 的 制 作 公 司 报 价 偏 低 10% 至
20%，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同时，郑

州微短剧制作公司如今已升至 710余
家，今年前三季度有 1242部微短剧通
过网络视听平台机构审查取得规划备
案号并上线播出。而这些公司无论在
制作团队还是演员方面都有着丰富的
积累。价格低、拥有丰富经验的制作
方，性价比高的郑州自然成了短剧市
场的“香饽饽”。

再者，郑州——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国家重点支持的六大遗址片
区之一。郑州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8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7个，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8个，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6个，是一座非常具有
历史底蕴的城市。这些文旅资源都成
为郑州微短剧根植沃土、面向全国、蓬
勃发展的重要原因。“最近，好多年轻
游客是刷到《遇见少林有功夫》来的登
封，还指定要去剧里的少林场景打
卡。”登封当地导游小张说。

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文化产
业注入了新活力，更在盘活郑州各类
型存量资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短
剧是一个每年三四百亿市场规模的产
业，满足产业的拍摄需求是一块很大
的市场。而港区有机场有高铁站，无
论从哪个城市来都很方便，从机场到
基地只需要10分钟。”据聚美空港竖屏
电影基地的工作人员介绍，因基地的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周边的餐
饮、住宿也很完善，这些要素对于短剧
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十分重要。

因地制宜 打造精品
微短剧《等你三千年》将邯郸这座

城市的历史与爱情故事巧妙融合，成
为一众文旅微短剧中的佼佼者。郑州
文旅微短剧亦可效仿优秀案例完善产
业链。

“从内容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的竞
争加剧，制作方在题材选择、叙事手
法、拍摄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力求为
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多模态沉浸式体
验。”河南艺展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申秀芳表示，比如，郑州可以举办全
省大学生网络短剧编剧大赛，以功夫、
黄河、农业等为主题，植入郑州地域背
景元素，选取获奖剧本，完成拍摄制作
发行。通过比赛，挖掘和培养潜在的
编剧人才。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研究所
所长刘涛表示，可以结合大禹故里、轩
辕故里、杜甫故里、白居易等郑州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文化产品，短剧植入推广郑
州特色产品，进一步提升郑州城市形
象。通过短剧讲述郑州的历史故事、
风土人情，吸引观众实地探访，促进微
短剧与郑州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线下
经济交融交汇，形成“微短剧+文旅”融
合促消费的新模式。

郑州天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李晓
认为，除了要兼顾建设好微短剧策划、
拍摄、制作、发行、海内外分发全产业
链合作平台，建立微短剧产业合作平
台、培训孵化基地、打造微短剧产业
园，还要鼓励更多企业投身微短剧行
业，打通内容创作、传播、消费各个环
节，构建完整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还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短
剧拍摄场景基地。”李晓建议，在基础
设施配套方面，可以完善群演培训、器
材租赁等配套服务，为微短剧拍摄提
供良好硬件支撑。利用郑州多样化的
城市场景，打造专业的短剧拍摄基地，
为短剧制作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吸引
更多的制作团队来郑拍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教授宋朝丽建议，政府需建立短剧人
才引进、奖励扶持和培训输出机制。

“在人才引进方面，加大力度吸引优
秀编剧、导演等创作人才和专业化团
队落户郑州。在人才培训方面，可以
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模式，在
校培训培养编剧、导演、演员、后期制
作等专业人才，全面提升郑州短剧制
作的专业水平，成为全国短剧人才的
输出高地。”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19 日，中国足协在官网公
布了2025赛季竞赛日历。2025赛季从2月 7日开始至12
月 5日结束，中超联赛定于2月 21日开幕。

根据赛历，新赛季首场比赛为 2025超级杯，将于 2月
7日开赛。最后一场比赛为中国足协杯决赛，足协杯将于
3月 14日开赛，于12月 5日结束，共进行7轮。

职业联赛方面，中超联赛将于2月 21日开赛、11月 22
日结束，联赛共进行30轮。中甲联赛将于3月 15日开赛、
11月 8日结束，联赛共进行 30轮。中乙联赛将于 3月 22
日开赛、10月 26日结束，联赛共进行30轮。

2025中超第一个转会窗口拟定为 2025年 1月 6日至
2月 18日，中甲第一个转会窗口拟定为 1月 6日至 2月 28
日，中乙第一个转会窗口拟定为 1 月 6 日至 3 月 7 日。
2025 三级职业联赛第二个转会窗口拟定为 2025 年 6月
23日至7月 21日。

此外，中国足协介绍，2025年各级男足国家队比赛任
务繁重，国足要参加世预赛和东亚杯；U23国足将于 9月
参加亚洲杯预选赛；U20国足将于 2月参加本土亚洲杯；
U17国足将于4月赴沙特参加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

中国足协表示，2025 赛季较之前赛季，开赛时间提
前，结束时间延后，赛季时间延长，有利于合理调配国家队
集训备战时间和联赛运行时间。同时，此举也顺应亚足联
赛历安排发展趋势，更加有利于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

中国足协公布
2025赛季赛历

中超2月21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