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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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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短剧持续火热，如何坐稳“风口”？
新华社记者 李欢 段菁菁 黄凯莹

每逢佳节，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机场口岸，感受移民管理警察

的别样忙碌。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迎来客流高峰，民警们24小

时轮流执勤，保障旅客平安顺畅通关。
1月28日，凌晨5时许，月亮还挂在天边，执勤五

队已集结完毕。
上勤会，逐条细捋提高春节口岸通关体验的举措，

执勤五队教导员吕希永特别叮嘱，“过年了，要亮出最
好的笑容，想细点、多做点，让旅客出行更舒心。”

喜迎新春，大兴机场边检站张贴了中国结、福字
贴、春联，洋溢着浓浓年味。

“欢迎回家！”“过年好！”“春节快乐！”移民管理警
察的一声声问候，是旅客入境后感受到的第一缕中国
温暖。

这一天，不少旅客收到了大兴机场边检站赠送的
春节礼品。

印度籍旅客拉哈尔得到了大红中国结挂绳，他手
写“Happy New Year”回赠民警。

来自安哥拉的科代罗女士，获赠一副春联。“谢
谢！我母亲在中国工作12年了，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
乡。”

此行，科代罗携18岁的女儿，来中国和母亲一同
体验春节文化，一家三代打算穿上中式服装，逛长城、
故宫和天坛。

“欢迎来过中国年！”执勤民警向她们致礼。
有周到的欢迎，也有详实的问询。得知年轻人姜

胜天要单独前往某国旅游，执勤民警详细了解他的出
游计划，核实了接待方情况才放行。

虽然被问个“底朝天”，姜胜天感到“心里暖暖
的”。他告诉记者：“是一种被在乎的感觉，中国警察
很负责任，为我的安全着想。”

精通外语的民警，现场为旅客现场答疑。执勤五
队的两名副队长何睦、孙丽静分别精通斯瓦希里语、俄语，其他队员也各有
所长。

俄罗斯玛莎一家，申请了临时入境许可，在北京中转。看到一行有三个孩
子，孙丽静主动上前服务，为孩子们倒上温水解渴，陪他们玩耍。

“我的孩子和最小的伊万差不多大。”抱着伊万，孙丽静格外想念远在家乡
的儿子。

工作9年，只有新婚那一年的除夕，孙丽静回了家。其他时候，她都在执
勤现场跟同事们一起过年。

节前，各类求助电话多了起来。现场执勤队发现入境未持签证人员、航司
询问外籍旅客所持证件是否符合入境条件……一天下来，民警李思雨接的电
话有100来通。

忙到“飞起”，废寝忘食。这名“90后”女警，一个月和丈夫只能团聚两
三天。

2024年 12月 17日起，过境免签外国人停留时间延长为240小时。大兴
机场边检站进一步优化提升通关体验，率先实现同步办理临时入境许可、边检
入境手续的“一站式”服务，旅客无需二次排队。

截至今年1月 25日，已有6000人次外国旅客获发240小时临时入境许
可，其中近5000人次外国人享受到“一站式”签发办理流程。

“人多了，但排队时间少了！优化的出入境政策背后，是强大自信开放的
中国。”每年都要回国看望父母，美籍华人赵先生在细节中处处感受着变化。

“发现一张遗失的银行卡。”执勤民警发现失物，立即上报信息。指挥中心
民警根据发现地点倒查监控录像、广播通知，并组织执勤队民警寻找失主。

很快，发现丢失银行卡的旅客前来认领，连连道谢。
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机场每个角落的现场视频一目了然。“我们会根据大

屏观察出入境现场人流量，及时优化调配警力；适时介入各类案事件、协调联
络机场相关部门给予协助，确保口岸始终处于平稳、顺畅的状态。”大兴机场边
检站边检处处长李欣说。

21时45分，一场临时拉练启动，3分钟内，10名民警从不同方向按照指令
来到集合地点待命。

驻守在24小时人来人往的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他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
惕，守护国门安全。

随着出入境政策的持续放宽优化，繁忙的节奏已经成为移民管理警察的
工作常态。

肩上是国旗，脚下是站位，身后是祖国。“虽不能回家过年，但我们守护的
是万家灯火。”执勤民警郭宇说。

“衷心期盼，新的一年里，这份忙碌能够持续，共迎八方来客，见证中国魅
力。”孙丽静说。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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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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记者看
到了一类开启中国蛇化石研究的关
键物种——来自山东山旺生物群的
硅藻中新蛇。从化石形态上看，硅
藻中新蛇与现代蛇类外观非常相
似。这种蛇体形不大，长度60至70
厘米，有着细小、排列紧密的牙齿，
没有发现拥有毒牙。

“关于我国化石蛇类最早的正
式研究是从硅藻中新蛇开始的，这
种看似不起眼的‘泥藻小蛇’实际有
很高的科学价值。”南京古生物博物
馆展陈部主管贺一鸣介绍，蛇的骨
骼脆弱，化石很难保存完整。在硅
藻中新蛇发现之前，我国古生物学
者只在内蒙古、华北周口店等地的
化石遗存中发现一些零星不能鉴定
的蛇类骨骼。直到20世纪60年代，
不少保存完好的蛇化石在山东山旺

盆地被发现，国内的蛇类化石研究
才就此翻开了新篇章。

“可以说，硅藻中新蛇的发现填
补了国内蛇类化石研究的空白，成
为了中国蛇类化石研究的起点。”贺
一鸣说。

硅藻中新蛇保存这样完好，与
它名称中的“硅藻”关系密切。贺一
鸣解释说，硅藻薄而细密、层次分
明，重重叠叠堆积在一起，好像厚厚
的书籍，创造出特别适合保存动植
物化石的地质环境。早在约 1800
万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生物的
繁盛也被化石忠实记录了下来。如
今在山旺生物群已经发现了160余
种植物化石，动物化石有哺乳类、鸟
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和昆虫等
众多类别，一些树叶的叶脉、鱼类的
细刺、蜻蜓的翅膀都清晰可辨，有些

化石甚至保存下了生物原来的颜
色，堪称一部珍贵又罕见的化石“万
卷书”。

受制于化石发现较少，在硅藻
中新蛇之后，我国的蛇类化石研究
进展仍然较慢。不过得益于持续研
究和技术进展，国内蛇类研究也正
不断取得新突破。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
与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华南考古发现
的大型史前蛇类遗存。研究团队在
距今约 6000 年的宝剑山遗址和大
湾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蛇类骨骼
材料，表明华南地区人类猎食蛇类
的历史可上溯至 6000 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
史静耸介绍，同在 2023 年，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
研团队还发现了一类800多万年前生
活在甘肃临夏盆地的远古蛇类——临
夏沙蚺。这种古蛇与远在东非的肯尼
亚沙蚺是近亲，显示出一段波澜壮阔
的远古蛇类“洲际远征史”。

此外，近年来的蛇类研究还利用
断层扫描重建等方法，筹建了高覆盖
度、数字化的中国现生蛇类骨骼数据
库，为今后的化石鉴定和分类研究提
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

“蛇类研究的未来，还有许多关键
的待解之谜等着我们去探索。它们到
底起源于陆地还是海洋？蛇与巨蜥、
沧龙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前后肢是
何时彻底退化？毒牙是何时真正出现
的？……解开这些谜团，将有助于我
们更深入地了解动物演化的历史。”
史静耸说。（新华社南京1月28日电）

这种“泥藻小蛇”，竟是开启中国蛇研究的“钥匙”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初一拜大年。 （新华社发）

蛇是演化进程中一类非常成功的物种。目前已知的蛇亚目包含 30 科、约 520 个属、约 3900 个种，分布于全
世界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但在中国爬行动物的研究领域，蛇类化石的研究长久以来却几乎是一个空
白。这一空白因何而来？填补空白的关键化石产生在哪儿？

享受美食是春节长假里的一
大乐事。中医专家提醒，这一时
期人们饮食种类丰富、节律紊乱，
易伤脾胃，应坚持合理膳食，可采
用代茶饮、药膳等中医药方法调
养身体，改善消化功能，增强抗病
能力。

（新华社发）

健康饮食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