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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历
史文化名城，郑州拥有国际都
市的繁华风貌、资源丰富的文
化遗产、古村老街的田园风
光，高端酒店和旅游度假区不
胜枚举，老城更新带来的文化
街区特色十足，尤其是在“微
短剧”成为行业风口以后，在
市场引导与政府支持双重作
用下，越来越多的文旅场景资
源得到了挖掘与展示。

5月 22日，二七区就通过
整合全区文旅资源，发布了一
整批微短剧场景资源。其中，
有适合历史正剧、革命题材、
城市记忆题材拍摄的二七广
场，也有适合生态环保、职场、
科技、医疗选题拍摄的西岗建
筑艺术体验园。瑞光创意工
厂、二七米房、中铁·泰和里年
轻潮流，古玩城与碧波园、贾
鲁水镇、瞻园艺术馆古色古
香，优势各异的取景地正在通
过集中宣发，展示着郑州微短
剧行业发展的十足潜力。

从民国风大堂及会所、工
业风别墅、现代医院，到不同
年代家庭场景、总裁办公室、
酒店房间……位于金水区黄
河畔黄岗庙村的大志影视基
地，如今已完成一万平方米室

内实景打造，涵盖各种大小场
景近50个，端午假期更是吸引
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体
验。据悉，该影视基地试营业
两个多月以来，吸引全国各地
短剧团队来郑拍摄，累计接待
超 300个剧组，单日最高容纳
9个剧组同时拍摄。

当前，郑州正在加快打造
“一站式”微短剧产业集群。记
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2025
年，各开发区、区（市）县计划完
成打造 1 个 5000 平方米以上
微短剧拍摄基地（园区）或场
景。通过盘活古建旧厂、闲置
楼宇等场所，利用辖区特色资
源，打造独具特色的古装类、
年代类、功夫类微短剧拍摄基
地（园区）或场景，满足剧组在
郑州取景拍摄的不同需求。

无论是新郑木马片场、中
牟鼎革、荥阳洞林等微短剧拍
摄基地的建设，还是天健湖产
业园、天桥公司等优势资源利
用，当前，全市正不断健全

“写、拍、播、评、投”五位一体
的完整微短剧产业链，提升对
产业投资与拍摄团队的吸引
力，树立城市行业标杆，助力
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
新台阶。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
文
化深

度
一

营造场景 打造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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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杭州、成都等传统影视

基地的专业演员批量拥入郑州加入微
短剧拍摄大军。郑州作为当下炙手可
热的微短剧摄制重地，在相关部门“抢
抓机遇、推出精品、育强产业、提升服
务”的带动下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向“微短剧创作之都”继续迈进。

截至 2024年，全市微短
剧市场规模达到 23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27.4%，微短剧
制作企业 820 多家，比 2023
年增长 29.3%。从业人员扩
大至 3 万多人，相较于 2023
年增长 5 倍。其中，19 家企
业市场规模达 1000 万元以
上，3家企业市场规模超过 1
个亿。成果的背后，既有各
大微短剧制作企业潜心创新
创作的努力，也离不开政策
的支持与引导。

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微
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郑州
一直在行动。2024年 5月 18
日，由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的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河之南·游郑州”主
题创作暨中国旅游日主题日
活动启动仪式，开启郑州文
旅与微短剧融合创新的新篇
章，开辟郑州微短剧精品创
作的新赛道。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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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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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一个城市发展“风口”发
起冲击。

4月 22日，登封市人民
政 府 印 发 关 于《登 封 市 加
快推进网络微短剧产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为激
励 精 品 传 播 ，针 对 微 短 剧
取景地 70%以上为登封市
地 标 或 场 景 ，综 合 播 放 量
达 1 亿以上等条件的微短
剧 ，经 综 合 价 值 评 测 可 给
予 一 次 性 最 高 50 万 元 奖
补；6 月 15 日，“赋能新视
听 共 创 微 短 剧 产 业 新 生

态 ”二 七 区 微 短 剧 产 业 发
展推介暨集中签约仪式成
功举办，拟筹备的《二七区
推进网络微短剧产业高质
量发展扶持政策的实施意
见》将通过 7 项支持措施，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
奖 励 等 方 式 ，提 升 二 七 区
微短剧产业竞争力。

如今，在推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使其真正成为
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
业的道路上，“微短剧+文旅”
正展现出它的蓬勃生机。市
文广旅局有关工作人员表
示，未来，我们将围绕推出精
品微短剧、补全产业链条、打
造产业集群、建立培训体系
等方式，在场景搭建、内容创
作、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巩固
全市微短剧产业的先发优
势，推动郑州向“微短剧之
都”大步迈进。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文/图

除了场景建设，精品微短
剧创制也在为郑州短剧产业
发展换上“优质”新标签。据
记者了解，2024年，有 48部重
点微短剧和 119 部普通微短
通过省广电以上部门备案审
查 ，分 别 占 全 省 67.7% 、
51.7%。有 3000 多部其他微
短剧通过网络视听平台备案
审查，比 2023 年增长 60.5%。
其中，《遇见少林有功夫》成功
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推优剧目、

《所念皆山河》《我的爸爸是齐
天大圣》入选河南省重点扶持
项目。

通过获奖项目带动与优
质内容出产，一批围绕“嵩山
文化、少林功夫、活力都市”为
主题的微短剧不断出现，不仅
改变了业界对郑州微短剧行
业只会制作“霸总”“战神”等
题材的商业剧，不会创作文旅
元素的精品剧的片面看法，也
让部分头部微短剧制播公司
跑出“加速度”。据悉，在全市
微短剧产业发展过程中，郑州

天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
“天桥短剧”）成为全市唯一一
家全产业链短剧平台，2024年
度市场规模达到14亿元，投放
微短剧超过1000余部，全域粉
丝量达10亿，旗下账号月均播
放量超100亿。

优质内容同样离不开文
化沃土进行创作。4月 16日，

“文脉千年·剧说郑州”网络微
短剧剧本征集启动仪式在郑
州举办，征集活动围绕“天地
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
的城市品牌，突出“少林功
夫、天下黄河、黄帝故里、漫
步商都、幻乐之城”等特色
IP，自 4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
面向全国剧本创作者征集。
着眼未来，该征集活动或将
为郑州出产一批代表新时代
郑州成就、郑州发展、郑州精
神的优秀作品，无论是山河
之美还是人文之盛，在屏幕
的方寸之间，传递出“天地之
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厚
重与精彩。

深挖特色，“取景地”不断涌现

精品领衔，短剧产业“提优提质”

政策扶持，打造“微短剧之都”

短剧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