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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山闽水”讲好故事

对电视剧创作而言，要为广大观众奉献一道文
化盛宴，找准选题是第一步。

“看一集就停不下来！”“扶贫剧也能成为爆
款！”“主旋律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山海情》
一经播出即在豆瓣上开分 9.1 分，成为 2021 年开年
最受关注的电视剧，是近年福建电视剧不得不提的

“高光时刻”。
该剧生动再现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

“闽宁模式”，讲述了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与宁夏人
民一起用智慧和汗水，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
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开播至今，该剧已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第 33 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
兰奖”等诸多奖项，实现了国家级电视剧奖项“满
堂红”。

“《山海情》是‘好故事出好作品’的一个典型。”
参加电视剧大会的多位名家说，《山海情》的成功，
是把“扶贫奔小康”的主题放在了更恒久的视野中，
使之升级成为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在时空和
格局、境界上都实现了新突破。

一部好的电视剧，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
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福建历史底蕴深厚，文
化多元交融，海丝和侨台特色鲜明，是电视剧创作
生产的富矿。

在厦门，采风团一行漫步集美鳌园，在嘉庚纪念馆
倾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
兴学的故事。“今天完整地了解了陈嘉庚的故事，让我
特别感动。”独立制片人王莉先后来厦门取景拍片多
次，这次的采风活动让她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希望
寻找机会拍陈嘉庚、林巧稚等名人的故事，也希望能看
到更多展现厦门人精神面貌的作品”。

在 龙 岩 ，电 视 剧 名 家 走 进 古 田 会 议 会 址、客
家族谱博物馆、洪坑土楼群……“我们到了一个
地方以后，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当地的文化精
髓，寻找那些可以触动我们创作灵感的东西。永
定的客家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非常浓厚，为
我们创作优秀的影视剧提供了很多好素材。”一
路走来，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副会长杨玉
冰有感而发。

围 绕 建 党 百 年 福 建 篇 章 ，整 体 性 挖 掘、系 统
性梳理、系列性开发、连续性创作，推出“红色三
绝”系列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绝密
使 命》等 ；围 绕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推出电视剧《一诺无悔》《谷文昌》《那山
那 海》《那 些 日 子》等 ；围 绕“ 福 ”文 化 、闽 人 智 慧
等 ，推 出 讲 述 莆 仙 木 雕 技 艺 传 承 故 事 的 电 视 剧

《一代匠师》等。近年来，我省在电视剧创作上佳
作频出。

“故事真实才能打动人。福建电视文艺作品之
所以受到观众喜爱，其基础在于我省常态化组织大
力开展的一系列福建故事采风行活动。”省广播电
视局电视剧管理处郑剑飞告诉记者，近年来，省广
电局常态化组织中国电视剧名家福建故事采风活
动，先后邀请 200 多位中国电视剧知名制片人、导
演、编剧、主角演员等来闽采风采访，组织 31 个电
视剧项目主创在福建“下生活”，“引导电视剧创作
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身入’的同时更加‘心入’

‘情入’，通过交流碰撞，使得福建资源得以转化为
电视剧语言”。

“我们还引导制作机构把创作触角广泛伸到经
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拓宽思路，更加注重‘青春叙
事’、年轻化表达，立项制作了都市律政剧《女士的
法则》、阐释家庭和谐之美的《对你的爱很美》、温柔
解答现实困境的《沉睡花园》、以成长之名触摸生活
肌理的《少年派（第二季）》、‘一书两拍、双剧联动’
的《一生一世》《周生如故》等。”谈起福建出品的电

视剧，郑剑飞如数家珍，“今年以来，我省出品的《去
有风的地方》《女士的品格》《归路》也都是接续霸屏
卫视台，引发收视热潮。”

“用心用情”打造精品

电视剧创作生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能成为
“现象级”的爆款作品，从来不是只具备单一好故事
的属性，而是综合了各种资源要素和贴心服务。

本届中国电视剧大会期间，每位来宾的会议材
料袋里，分量最重的当数厚厚的《拍在福建——电
视剧拍摄服务指南》。

“一册在手，让我们这些影视机构和导演团队
足不出户即可实现线上初步勘景、选景，真是太贴
心、太方便了。”这本由省广电局编印的最新版《指
南》厚达 350 页，全景式呈现我省影视拍摄取景资
源，全方位介绍全省各级影视产业扶持政策，全链
条梳理落地拍摄流程等，加上可一键扫码查看的

“福建电视剧拍摄 720°云勘景平台”，以及细致到具
体联系人手机号码的“电视剧协拍服务机构名录”，
让多位参会嘉宾由衷赞叹。

除了《指南》和云勘景平台，我省还整理汇编了
涵盖六大篇章 30 个福建故事的《闽派电视剧选题
项目（第一辑）》等资源信息，嵌入 804个可供拍摄的
取景点资源，吸引全国电视剧优秀创作力量来闽采
风采访、合作创作。

“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电视剧创作生产高
质量发展工作的关键事。”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处
二级调研员谢雪花说，“针对电视剧领域行政服务
及落地拍摄需求等，我们全面推行电视剧审批事项

‘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落地拍摄‘一窗口受
理、一站式服务’、完成片审查‘同步作业、一并修改’；
对重点电视剧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审查、无
休审查、边送边审边改机制等，让制作机构在福建
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

影视基地是影视作品生产的主要“车间”，是影
视作品制作流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影视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和物质保障。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近年我省积极布局影视
产业生态链，提升影视基地设施建设，着力培育综
合性影视产业平台。

在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建设的 5000平方米标
准摄影棚在声学、工艺、电力等多方面均处在国内
领先水平，可胜任大中小型剧组拍摄需求；千年古
县泰宁的影视基地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现已建成达
到演播室级别的专业摄影棚，影视综合剧场、影视
主题酒店、影视招商中心先后落成投用，吸引众多
影视企业入驻，成为我省影视版图的重要部分之
一；在南平松溪，全省首个挂牌成立的影视外景拍

摄地在梅口埠揭牌，作为松溪湛卢文化中古渡文化
的代表，其古朴沧桑的旧宅牌楼、清幽静谧的鹅卵
石巷道、悠然而立的古樟树林皆可取景。

电视剧《开端》《以家人之名》《沉睡花园》《对手》等
多部国内热播剧播出时，熟悉的场景让省内观众倍感
亲切。“多个场景都是在厦门影视拍摄基地取景，我们
为剧组提供协拍、影棚配套、委托制作等一站式全程服
务，深得剧组好评。”钟元是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运营厦门影视拍摄基地。他告诉
记者，截至 2023年 5月 29日，厦门影视拍摄基地累计
服务客户 112次，引进及受理来厦拍摄报备的剧组 360
个，实现累计带动落地消费逾16亿元。

“厦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平潭、泰宁、屏
南、松溪等市、县均成立了电视剧协拍官方机构，统
一负责在地拍摄服务工作。”省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处
四级调研员王卫东介绍，我省还规划建设了“以厦门
为核心，漳州、泉州为两翼”的电视剧“1 小时拍摄
圈”，旨在集聚行业资源，为电视剧剧组提供更加便
利、更多场景、更具特色的影视拍摄服务。

在省级财政方面，我省还设立了“福建省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福建省电视剧创作生产专项资金”等，
对电视剧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宣传推广、专题研讨、
采风活动、拍摄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活动和播出奖
励、获奖电视剧奖励等九个类别进行全流程扶持。

福州、厦门、泉州、三明、龙岩、平潭综合实验区以
及泰宁、屏南、松溪等市、县（区）出台扶持政策，形成
省市县三级叠加、相互联动的电视剧扶持政策体系。

据统计，3 年来省级财政累计兑现各类扶持资
金近 1 亿元，厦门、泰宁等市、县配套扶持资金超 3
亿元，推动全省新增影视企业近 400 家、投资额超
190 亿元，创作生产了电视剧《对手》《向风而行》《以
家人之名》《偷偷藏不住》《一闪一闪亮星星》《奔跑
吧，急救医生》《你好检察官》《大道薪火》等一批融
入福建烟火气的电视剧精品。

“影视+文旅”双向奔赴

“这个鼓浪屿最美转角，是电视剧《转角遇到爱》
《暗恋·橘生淮南》的取景地，太漂亮了！”“这个场景
跟电视剧里的一模一样，很亲切！”……暑期刚刚开
始，厦门就迎来不少慕名自驾前来“追剧”的游客。

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如今，
电视剧正在成为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全新窗口。在“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爆款”
电视剧作品中，风格独特的福建美食、美景、烟火气
正在为文旅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生活化的场景。

《山海情》中的荔枝肉、“红团”，《一诺无悔》中
的政和白茶、乾东小胳，《对手》中的兴化米粉、沙茶
面，《那山那海》中的红膏鲟、乌米饭等，均占据过美
食榜 C 位。《绝密使命》让伯公凹交通小站旧址等成
为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爱拼会赢》里的闽南红砖
古厝、安平桥等，折射出浓郁的晋江式商情、闽南式
亲情；《向风而行》《以家人之名》《你好检察官》《对
你的爱很美》等取景于厦门，通过可视化的电视语

言，展现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厦门城市气质。
最近，“跟着《偷偷藏不住》打卡厦门同款取景

地”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热度逐渐攀升。电
视剧《偷偷藏不住》在厦门取景拍摄，自 6 月 20 日上
线后，热剧效应正将厦门旅游推向高潮。数据显示，
该剧取景地厦门诚毅科技探索中心游客接待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 152.7%，环东浪漫线丁字坝也成为爆
款打卡点，节假日单日客流量最高达 10万人次。

“一部影视作品的热播，其背后的取景地也成
为观众的热门打卡地，让影视剧自然成为生动的

‘旅游指南’。”厦门航空国际旅行社旅游中心总经
理李丽萍告诉记者，“我们推出的‘跟着影视剧去旅
行’旅游精品线路，包含了山海健康步道、彩虹阶
梯、地铁一号线等影视打卡地，与厦门热门旅游线
路的配合度较高，很受游客青睐。”

借助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在厦门举办的契机，
厦门市文旅局整合鹭岛内外取景地资源，推出“追
热剧 游厦门”2023 厦门影视旅游线路系列产品，带
领市民游客观赏、打卡。全新打造的 35 个影视打卡
点和 10 条影视游线路一亮相，随即成了网红产品，
众多“追剧”而来的游客反馈“有意思”“不虚此行”。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不
少影视人心目中理想的‘天然摄影棚’，每年有超过
百部影视作品在厦门取景拍摄。”厦门市影视产业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元说。

记者了解到，以“人在剧中游”“影视打卡游”
等为主题，借力近期在厦门拍摄取景的热播影视
作品，厦门包装了集美学村龙舟池、同安滨海浪
漫线、五缘湾游艇码头、沙坡尾双子塔、华新路华
侨别墅群、厦门园林植物园雨林世界、西堤咖啡
一条街、华美文创空间蝴蝶阶梯等影视取景地，
在部分场景中设置造型多样的打卡展陈，为游客
营造与热播剧中主人公同款的打卡体验氛围。

“我们还策划组织‘影视研学游’，不仅有观光
内容，还让中小学生深入了解影视剧拍摄过程，体
验影视拍摄的乐趣，非常受欢迎。”厦门建发国际旅
行社集团总经理王珺瑜介绍。

“甚至很多影视明星的家属都加入到我们的打
卡行列中。”王珺瑜告诉记者，很多明星在拍摄完成
后，会推荐家人到厦门打卡、度假。“集团每年会接
待很多明星家属团，他们深入厦门各个影视网红打
卡地，感受‘诗意厦门’的独特魅力。”

据 统 计 ，今 年 前 6 个 月 ，厦 门 游 客 量 已 超 过
2019年同期水平。

“我们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做优
文旅经济的决策部署，注重发挥电视剧大众文艺形
式作用，推动制作机构在电视剧创作中更多融入福
建文旅资源，创作生产更多融入福建元素、讲好福
建故事、诠释福建精神的闽派电视剧精品。”省广播
电视局电视剧处处长林诚告诉记者，“影视+文旅”
融合发展模式为我省文旅带来了新的气息与活力，

“既服务广大游客，让剧迷能够全景式感受剧中人
物的生活场景，又助力电视艺术与人民群众更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将影视资源优势转为市场优势”。

近年来，我省积极落实中央支持文艺发展的多项政策，福建各级党委政府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宣传部门牵头推动下，近
三年，共有 33 部福建出品的电视剧在央视、省级卫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去年，我省电视剧佳绩频传：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13 部获奖电视剧中，我省有 3 部，获奖数量居全国第一；在第 33 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我省立
项出品的《山海情》《绝密使命》双双获奖，实现获奖的历史性突破。

日前，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在厦门举行，来自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知名影视公司和高校等逾千名电视剧工作者与会。作为主办
地，福建将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进一步提炼主题，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的力量、创作的源泉，持续优
化影视创作生态，积极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新时代优秀作品，为推动中国电视剧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大会期间，由全国电视剧名家组成的福建故事采风团走进厦门、泉州、龙岩、宁德及我省部分首批重点影视外景地拍摄基地，寻
觅创作素材和灵感，也一路探寻福建电视文艺的发展“密码”。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这些年，福
建电视剧艺术
高质量蓬勃发
展。追根溯源，
与福建有“宝”、
有“福”、有“景”
密切相关。

福 建 有
“宝”。“福”文
化、红色文化、
朱 子 文 化 、闽
台 文 化 、海 洋
文 化 、船 政 文
化 、侯 官 文 化
等 多 元 共 生 、
兼 容 并 蓄 ；朱
熹、蔡襄、林则
徐、严复、沈葆
桢 、陈 嘉 庚 等
名人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福 建 有
“ 福 ”。作 为 全
国唯一以“福”
命 名 的 省 份 ，
福建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孕育
地 与 实 践 地 ，
文艺素材广博
多 彩 ，是 电 视
剧创作生产的
有福之地。

福 建 有
“景”。福建是
中国最“绿”的
省 份 ，是 中 国
首个生态文明
试验区。这里，
山 川 秀 美 、风
景 旖 旎 、气 候
宜 人 ，山 河 湖
海、红砖青瓦、
坊 巷 烟 火 ，万
国建筑、民间手艺、传统风情，可
满足影视剧组常年拍摄需求。

放眼全国，对标先进省市，我
省的电视剧创作生产还存在发展
空间，需要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工作导向和
价值取向，整体布局、超前谋划，
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
呼、福建之美中提炼主题、萃取题
材，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全面提升福建电视剧影响力。

在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实施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中，期待电视剧创作生产生
态进一步优化，加快推进全要素
汇集、全产业链培育、全生命周期
扶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良
好环境，用心、用情打造更多具有
本省文化标识的精品力作，推动
新时代福建电视文艺事业发展。

促
进
福
建
电
视
文
艺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本
报
记
者

郭
斌

核心提示

《闽派电视剧选题项目》涵盖了六大篇章 30个福建故事。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福建电视剧福建电视剧，，不仅仅只是好看不仅仅只是好看
□本报记者 郭斌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