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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作为近年来异军
突起的文化新势力，已成为
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视听
新业态之一。郑州强势崛起
为全国微短剧制造中心。郑
州三笙万物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制片樊铭谦告诉记者，

郑州市全年产量约 3000部，
占全国产量四成，仅该公司
年产量就达500余部。

规模效应带来压倒性成
本优势。据介绍，一部都市
短剧（60 至 80 集）从拿到剧
本到成片交付，仅需 50万元

至 75万元，农村题材更是低
至 30万元至 45万元，性价比
远超传统影视基地。郑州依
托郑州东站、航空港站、新郑
机场构建的“6小时速达圈”，
已成为微短剧拍摄高效运转
的重要保障。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
讯员 师一平）“不用专门回老
家和以前的工作地奔波，在手
机上动动手指就能把我的医
保关系转好，这可太方便了！”
近日，刚完成跨市工作调动的
连女士对上街区的医保服务
赞不绝口。以往办理医保关
系转移接续业务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跑多个部门，现
在可以线上“一站式”办结，实
现了个人权益与医保待遇的
无缝衔接。

连女士原本在上海市的
企业参加医保，新入职上街
区的企业后，按照以前的流
程，她需要跑两个部门办理

转 移 手 续 。 但 工 作 人 员 告
诉她，可以通过线上“一站
式”办理。参保人不用在两
地之间往返奔波，通过国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APP、郑 好
办，或者在支付宝、微信上
搜索“河南医保”小程序等
多个渠道，都能办理转移接
续 业 务 。 连 女 士 只 用 手 机
同步提交了医保转移申请，
短 短 几 分 钟 就 完 成 了 所 有
手续。之后，跨省职工医保
个 人 账 户 里 的 余 额 会 按 照
规 定 转 入 到 当 前 的 职 工 医
保个人账户中，不需要在异
地跑腿等待，也不会影响医保
待遇的衔接。

本报讯（记者 王译
博 董茜 通讯员 宋雨
文/图）7月2日，一列装载
40 车集装箱的铁海联运
专列（X9554次）从郑州圃
田中心站启程，历经约15
小时后抵达连云港新东
方国际货柜码头。这标
志着“郑州—连云港”铁
海联运线路正式纳入全
国铁路运行图，开启“定
点、定线、定车次、定时、
定价”五定班列新篇章。

该 条 线 路 成 为 继
2023 年“郑州—青岛”纳
入国铁集团图定班列管
理后，郑州市开通的第 2
条图定铁海联运班列线
路。线路的开通以降低

物流成本为核心目标，
在运价、舱位及箱源等
方 面 给 予 企 业 全 力 保
障。同时，联合铁路等
部门推出“一单制”全程
物流方案及外贸货物抵
港 直 装 等 多 项 创 新 举
措，为我省本土外贸企
业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物
流通道。

“郑州—连云港”铁
海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
开行，进一步完善了郑州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干支
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
集疏运体系，将有效助力
本土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
的竞争力。

“郑州—连云港”铁海联运获批图定班列
是郑州开通的第2条图定铁海联运班列线路

“竖屏经济”热潮涌

二七区微短剧产业跑出“加速度”
今年以来行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大关

盛夏郑州，热浪翻涌。在二七区西岗建筑艺术体验园五方科技馆，是一片比天气更火热的
景象——门前片场设备林立，灯光助理在高温中穿梭，细致调试场地的光影效果；导演紧盯监视
器，指挥摄像精准捕捉演员的每一处表演细节，这是微短剧紧张拍摄的现场。这座曾以展示超
低能耗建筑技术为核心的场馆，自去年底涉足微短剧拍摄以来，迅速成为行业热土。场地负责
人崔利倩介绍：“从去年12月至今，档期基本天天爆满，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接待了上百个剧
组。”这紧凑而高效的场景正是二七区微短剧产业蓬勃脉动的直观呈现。

二七区依托其日益显现
的产业集聚优势和逐步构建
的生态链条，展现出蓬勃发
展的强劲势头。该区围绕

“微短剧+新消费、新文旅、新
科技”模式，全力构建完善的
产业生态链。目前，区内已
汇聚31家文化传媒公司。今
年以来，全区微短剧行业产
值迅速突破1亿元大关，跑出
了产业发展的“二七速度”。

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
用，通过“搭台筑巢”精准赋
能产业升级。在 6月中旬举
办的产业推介会上，二七区
政 府 联 合 企 业 、平 台 与 高
校揭牌成立“二七区微短剧
人才培养基地”及“二七区
西岗微短剧拍摄基地”。同
时，亮出区域八大“王牌”优
势，包括优越的地理位置、
深厚的文化底蕴、成熟的产

业链条、精准的扶持政策、
丰富的人才资源、特色的拍
摄场景、多元的产业发展生
态以及尖端的AI技术，全方
位展示区域发展微短剧产业
的潜力与实力。

立足当前强劲的发展势
头，二七区锚定了更高目标：
计划在 2027 年打造 1～2 个
产业集聚区，实现产业规模
突破10亿元大关。

产业活力正源源不断注
入闲置楼宇与乡村田野。“我
们正积极推行‘主业示范+副
业增收’模式。”崔利倩介绍，

“下一步计划在园区内打造
更多拍摄微场景，为剧组提
供‘一站式’服务。”

与此同时，二七区及樱
桃沟管委会积极充当“资源对
接人”，系统梳理整合辖区场
景 资 源 ，构 建“ 场 景 资 源
库”——将郭小寨、袁河村、三
李村等地的田园风光、特色农
舍及其他特色场所纳入库中，
进一步拓展该区域的拍摄场

景资源。管委会还主动牵线
搭桥，鼓励村民开放自家院落
供剧组拍摄，让镜头走进农
家，助力农民直接增收。

“一个剧组几天时间投
入几十万元，大到场地租赁、
人员薪酬，小到盒饭供应、物
资采买、周边住宿……其中
不少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流入
了周边百姓的腰包。”崔利倩
特别提到，剧组拍摄催生的

“熬夜补给”需求，饮用水、功
能饮料、补给餐食等消耗激
增，直接带火了周边便民超
市与餐饮门店。如此一来，

一幅产业联动与民生受益的
生动图景正悄然成型。

从超低能耗技术展馆，
蝶变为门庭若市的影视热
土，五方科技馆的华丽转身，
正是二七区抢抓风口、倾力
托举微短剧产业的生动注
脚。当镜头掠过节能建筑的
玻璃幕墙，幕墙内外光影跃
动，一条融合政策智慧、效率
革新与泥土温度的文化产业
链，正以令人惊叹的“郑州速
度”在二七区这片热土加速
向未来延伸。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风口已至：郑州领跑微短剧市场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通
讯员 何松梅 邓慧）为让小朋
友近距离了解地铁的运行奥
秘，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
社会认知能力，7 月 3 日，惠
济区新城街道文运社区联合
郑州地铁黄河迎宾馆站、4
号 线 和 7 号 线 的 晶 晶 服 务
队，共同组织周边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开展了暑期地铁研
学活动。

活动当天，参与研学的小
朋友们怀揣着满满的好奇与
兴奋，在老师和车站员工的带
领下有序进入地铁站。车站
员工亲切热情，瞬间拉近了与
小朋友们的距离。

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地铁
志愿者带领下，小朋友们睁着
好奇的大眼睛，兴奋地参观神
秘的车控室。他们看着屏幕
上闪烁的信号灯、不断变化的
列车运行数据，听着地铁工作

人员耐心讲解如何保障地铁
安全运行，发出此起彼伏的惊
叹声。

紧接着，在安检区域，小
朋友们了解到不能携带危险
物品进站的重要性。在站台
等候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地铁
志愿者详细讲解了候车安全
知识，比如要站在安全线外、
先下后上、紧握扶手等，并介
绍了急救包，普及了应急救护
知识。

当列车缓缓驶入站台，
小朋友们兴奋地拍起手来，
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
序上车。列车上，志愿者向
小朋友强调了文明乘车的行
为规范。

此次地铁车站研学活动
的开展不仅为参与小朋友打
开了认识城市交通的新窗口，
还激发了他们对城市交通和
科技创新的兴趣。

二七聚力：生态筑基、精准护航

红利辐射：小短剧赋能基层民生

上街医保中心：

医保关系转移“一站式”办结

萌娃探秘地铁站
开启研学新旅程

铁海联运专列（X9554次）从郑州圃田中心站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