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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进景区 舞出活力
我省全民健身大赛
广场舞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我们平时
也都在公园、小广场训练，但这样正式
的表演还是第一次，感觉既亲切又特
别，还有这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非常
开心。”10月 29日上午，在洛阳市西苑
公园内，刚刚和队友一起完成了和对
手的PK，洛阳市体育舞蹈协会二队的
教练兼队员张颖对记者说。她们正在
进行的是2024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
广场舞公开赛的重头戏——户外 PK
赛。在完成了室内的比赛之后，再在
户外“斗舞”，这种全新的模式不仅让
参赛队感到新鲜、兴奋，也让周边群众
有了意外收获，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
驻足观看，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下一个个充满活力的瞬间。

2024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由省
体育局等单位主办。设青年组、中年
组、常青组 3个组别，共有来自全省各
地的 29支代表队 450多人报名参赛。
和以往广场舞比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
于，两天的赛程中，在洛阳市全民健身
中心完成室内的比赛，评出各个奖项
之后，在比赛中表现出色的 16支优胜
队伍还要进入另一环节——在洛阳市
各景区“捉对PK”。

“实行室内、室外相结合，把比赛
搬到景区，为选手们换一个环境。这
是‘体育+旅游’的一次有益尝试，也
是落实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
商圈‘三进’要求的具体举措。”河南
省全民健身中心综合信息部部长刘
刚介绍。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李笑梅/文 河
南博物院/图）10月 29日，2024年度全
国文化创意产品宣传展示活动终选会
落幕，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妇
好鸮尊立体拼装积木”凭借其创新设
计、新质生产力的结合及国际传播力，
成功摘得“文化创意案例”。

“妇好鸮尊立体拼装积木”在今年
5月进入豫博文创店，近半年销售额增
长率不断翻新，成为豫博文创玩具系
列中热销的一款产品。据了解，在“妇
好鸮尊立体拼装积木”的产品开发上，
豫博文创做了深入精准的市场调研。
该产品通过 3D精准建模技术，用 252
颗积木高度还原妇好鸮尊的萌趣表
情，不仅满足了年轻人对动手操作的
乐趣和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还通过现
代科技手段让传统文化以更生动、更
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大众。

此次入围并获奖的“妇好鸮尊立
体拼装积木”，不仅是河南博物院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还是其创新发展科技
感的环保文创产品。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
究 报 告（2024）》显示，截至
去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
户规模已达 10.74亿，占网民
使用率的 98.3%，其中经常
观看微短剧的达 39.9%。在
市场方面，据测算，2024 年
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将
达 到 500 亿 元 。 以 郑 州 为
例，从事微短剧拍摄制作的
就有 290 多家，今年上半年
微短剧行业排行榜显示，203
部郑州承制的微短剧登上热
力榜。

随 着 微 短 剧 受 众 面 扩
大、传统影视明星入场、投资
合作增多，曾被许多观众“嗤
之以鼻”的微短剧正在从“野
蛮生长”向“优质优产”发生
转变。其中，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具有影响力的文
旅 IP正在成为许多短剧公司
的“试水”方向。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郑州孕育出的多部

功夫主题微短剧更像是“历
史的必然”。

如今，优质短剧也在迎
来国家层面的推荐与参与。
9 月 29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网络视听司发布了微短剧
国庆档推荐片单，《我在长征
路上开超市》《大力村超人》

《东坡先生赶考记》等 29 部
微短剧入选，主题涵盖了革
命、村超、文化、乡村振兴等
多个方面，播出方式既有央
视频、新华社客户端等主流
媒体，也有抖音、九州、点众
等点播平台。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一部部
作品、一集集体验中，观众的
审美水平在不断提高，短剧公
司也会以更精致的内容满足
受众需要，在这环环相扣的提
升中，郑州微短剧行业势必大
步流星迈步向前。
记者 李居正 文/图

不靠“爽点”有功夫

看微短剧在郑州如何
从“荒芜”向优质进化

10月 25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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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争
取到2027年将郑州打造成最具影响力的
中国“微短剧创作之都”。从4月郑州“竖
屏”短剧行业“跑赢”横店位列全国第二，
到10月多部“功夫主题”微短剧被挖掘出
新，拥有着行业基础、交通优势、文化底蕴
等资源禀赋的国家中心城市正在向它的
下一个城市发展“风口”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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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博单位文创较量
妇好鸮尊立体拼装积木
摘得“文化创意案例”

以“功夫”为载体
赢得观众精神共鸣

10月末，中岳嵩山下，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景区内。一名少年身披红色战甲，鲜
衣怒马，正准备“气运丹田”展开他的“最
后一击”。随着演员陈子轩一声叱咤，所
有群演应声倒地，无数次被编撰于武侠故
事中的“绝学心法”在微短剧《遇见少林有
功夫》的拍摄现场被重新演绎，这一场景，
正是当下郑州功夫主题微短剧拍摄现场
的缩影。

10月 19日，第十三届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在郑州拉开帷幕，掀起了线上与线
下的功夫热潮。与此同时，郑州3家微短
剧公司策划并制作的 5部功夫主题微短
剧，在少林武术节前后陆续开拍上映。其
中，为本次武术节“献礼”的微短剧《天下
嵩山》更是一经播出就迎来爆火，该剧上
映两天，抖音相关话题热度就突破 4亿，
付费量达1000万元。

该剧编剧焦晓辉告诉记者，作为一
个土生土长的登封人，自己从小就浸润
在少林功夫与少林文化的影响中，剧本
的角色形象、文化元素、武打冲突设计自
然不在话下。以“功夫”为载体创作出的
剧情“爆发点”也很快赢得了广大观众的
精神共鸣。

“‘橘生淮南则为橘’，功夫土壤、政
策推动、紧贴时事，再加上受众对优质内
容的认同，促成了这部微短剧的爆火，看
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河南电影
电视制作集团副总经理刘晓峰说道。以
内容连贯、情节直白、“爽点”密集著称的
微短剧，在郑州完成了与传统功夫文化
的巧妙结合，也开启了从“荒芜”向优质
的前进之路。

“从当前来看，每天在郑
州同时开拍的短剧剧组就有
30 到 40 个，按每个剧组百十
个人来算，一瞬间就能解决几
千人的就业问题。“不止如此，
从日常消费、场地租赁、设备
采购、交通运输等方面看，短
剧的拍摄能带动多方面的经
济发展。谈起当前郑州微短
剧制播热，郑州三笙万物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鸿方
告诉记者，郑州有潜力也有能
力抓住这个“短剧风口”。

据记者了解，微短剧最早
起源于网络小说中的“片段预
览”。为了能让受众更快地了
解小说中的精彩情节，出品方
往往会将文字片段拍摄成极
短的视频预览，并植入在APP

或是广告窗口中，通过更具有
表现力、戏剧化、冲突感的视
频呈现，完成对读者的吸引转
化。而在这一早期行业探索
中，郑州以其交通、价格、公司
数量等优势，完成了先拔头筹
的原始积累。

如今，迈步进入微短剧行
业的许多编剧、出品公司仍然
保有着“网络小说”时代的底
色。焦晓辉说，随着全国微短
剧市场的兴起，对于优质剧
本、优质创作内容的需求越来
越多，更多的“写手”获得了海
阔鱼跃般的广阔天地。

除了网络小说的“历史
基因”，郑州微短剧行业的
发展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
长期积累。

站在“风口”前，郑州“蓄力已久”

挖掘传统文化，向着优质进发

功夫类微短剧《精武》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