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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神》剧组在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搭建起西岐古城。

▲

 浪漫的月空·婚礼堂成微短剧热门取景地。

▲

 充满古风韵味的庭院为拍摄古装剧提供了理想场所。

▲

微短剧“爆款工厂”频出精品力作

抢滩布局

□文/本报记者 刘腾 图/本报记者 龚鹏（署名除外）

　　在西海岸新区，藏马山通过与微短剧的碰撞，
正发生着一连串奇妙的化学反应。
　　微短剧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形态，近年来发展迅
速。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微短剧产业规模突破
500亿元，并通过“微短剧+”模式，向文旅融合、产
业升级等多元领域延伸，在推介地方品牌和文化、
促进就业和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站在微短剧风口上，西海岸新区在去年4月启
动运营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青岛藏马山），正式
跻身国内微短剧产业链。截至目前，这里共拍摄微
短剧131部，其中出海短剧21部、精品短剧14部，爆
款率30%，成为一个迎风起舞的“爆款工厂”。西海
岸新区以此为切口，盘活文旅业态，赋能文旅发展，
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文旅”创新融合样板。

　　如今，微短剧已成为网络视听产业快速崛起
的“新赛道”。乘着微短剧爆火的东风，北方微短剧
影视基地人气飙升，131部微短剧从这里诞生走进
观众视野。
　　“例如在基地取景拍摄的作品《大过节的》全
网有效播放量超过3.3亿次，上线时霸榜热播剧榜
首。近期由基地作为主场景拍摄的《继承风暴》，有
效播放量已破亿，上星湖南卫视，并入选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推荐剧目。”北方微
短剧影视基地运营负责人逄伟介绍，基地先后获
得国家广电总局评选颁发的“全国微短剧基地排
行TOP10”、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评选颁
发的“年度摄制基地”等荣誉。
　　据悉，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由西海岸新区、山
东海看网络科技和融创青岛公司三方合作，致力
于共同探索微短剧精品化发展新路径，深度赋能
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

“创、投、制、审、宣、发”为一体的中国北方微短剧
影视基地。
　　以多样化场景为突出特色，基地内场景类型
丰富，现代与古典交相辉映，室内与室外无缝衔
接，可为各类微短剧拍摄提供丰富选择。基地总占
地面积32平方公里，拥有100多个拍摄场景，能同时
容纳多个剧组拍摄。此外，藏马镇主动配合基地协
调辖区学校、镇村办公室、田园风光等场景，充分
挖掘美丽乡村的影视资源潜力。其他合作资源还
包括火车车厢、游船轮渡、游艇、码头、机场航站楼
等场景，以满足剧组多样化需求。目前，基地仍在

不断开发新场景，包括星光岛片场投入建
设2栋别墅，别墅内部包含20余

个豪华房间，提供办

公、娱乐等现代室内拍摄场景。
　　青岛古麦嘉禾科技有限公司在此拍摄多部微
短剧，制片人刘佳称赞这里场景多、环境安静，还
有好的政策支持，今年计划拍摄超10部新作。
　　“基地成立初衷之一是为丰富青岛影视‘东有
灵山湾，西有藏马山’的发展格局，以满足不同体
量、各种题材影视项目的取景拍摄需求。北方微短
剧影视基地弥补了青岛在短剧、中剧及微短剧等
领域的空白。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优势，争取
更多优质微短剧在这里诞生。”逄伟介绍。

　　与传统影视城不同，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并
非单纯为影视创作而建，而是以文旅为核心，打造
以旅游度假区为主体的国家级引擎项目。将“投入
小、见效快”的微短剧业态与“投入大、周期长”的
文旅产业相结合，西海岸新区正着力探索“影视+
文旅”创新融合样板。
　　据悉，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成立的另一大初
衷，就是以藏马山影视外景地为核心，以微短剧为
切口，盘活文旅业态，赋能文旅发展，通过影视IP的

延展，推动地方经济与文旅产业增长。
　　“我们在原有文旅资源的基础上，对场地进行
影视化改造，赋予其影视基地的功能，这种模式实
现了文旅与影视的深度融合。随着北方微短剧影
视基地启动运营，越来越多的剧组来到这里取景
拍摄，不仅为当地带来人气，还有效带动乡村文旅
产业发展。基地显著提升了当地日常及淡季整体
人气。”逄伟介绍，“目前来看，基地对文旅发展的
推动作用初见成效，例如剧组在基地拍摄期间，因

‘吃、住、行’需求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发展。
影视拍摄带来的推广效应十分显著，多部爆款微
短剧为景区带来高关注度，也为文旅品牌提供高
效宣传渠道。”
　　去年10月，影视制作人蓝法凯带领团队走进
藏马山，完成了一部微短剧的拍摄。在他看来，微
短剧是文旅推广的重要手段，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
与藏马山的结合有着突出优势，结合文旅项目优势
拍摄定制剧，非常适合当地的文旅推广。
　　丰富的拍摄场景是藏马山的一大亮点。这里
生活、办公、休闲、室外、古装等场景一应俱全。滑
雪场、马场等游乐区，花海草甸、森林湖泊等自然
景观区是绝佳的室外拍摄场地。藏马镇还积极协
调辖区学校、镇村办公室、村庄田园等免费供剧组

使用，让宁静村落增添“人气”与“名气”，盘活当地
资源，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影视生产力。
　　通过“内容+场景+传播”的创新模式，微短剧
有效推介了文旅资源、激活了文旅消费，成为拉动
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此外，北方微
短剧影视基地拥有丰富场景资源，包括《封神三部
曲》拍摄场景西岐城墙、西伯侯大殿等。这些场景
不仅具备影视拍摄条件，还兼具旅游观光功能。
　　“我们正在策划将这些资源打造为大型体验
乐园，以封神主题IP提炼旅游体验主线，贯穿游乐、
康养、农业、住宿、餐饮等业态。”逄伟说。

　　随着网络微短剧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一系列
支持政策陆续出台。
　　2024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推出“跟着微短剧
去旅行”创作计划，旨在引导微短剧与传统文化、
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推动文化旅游与广电行业协
同发展。随后，青岛市制定并印发《扶持网络微短
剧行业发展政策清单》《扶持“青岛出品”精品网络
微短剧项目实施细则》。这些政策从强化市场主体

培育、支持内容创作生产、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完
善合作机制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引导微短剧产业
高质量发展，鼓励“青岛出品”网络微短剧制作。
　　此外，西海岸新区出台《支持青岛影视基地高
标准建设的若干政策》，对在新区拍摄的优秀微短剧

（包括小程序剧）给予单部作品最高100万元奖励，吸
引更多剧组前来取景拍摄。
　　以“政策+服务”双轮驱动鼓励微短剧创作生
产，新区正逐步构建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新高地。
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依托青岛影视基地成熟完善
的影视制作供应链，整合周边丰富优质的文旅资
源、剧服资源，以及微短剧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正
着力打造中国微短剧影视基地的标杆。其中，新区
负责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奖励；海看负
责将旗下微短剧板块落地新区，开展微短剧全链
条业务，并利用自身资质及优势，提供审核及技术
平台、推广分发服务；融创负责依托阿朵小镇、藏
马山外景地等，根据微短剧拍摄需求，对现有场地
进行场景改造，并会同海看联合运营基地。
　　不少来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拍摄的制片人认
为，基地不仅政策支持有力度，还提供优质的拍摄
场景和协拍服务，一些合作场景收费合理，总结下
来就是服务好、费用低。
　　目前，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在持续开发新场
景的同时，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从吃住行到服
化道、群演、器械等为剧组提供“一站式服务”。下
一步，基地将进一步提升制作、剧组服务、演员配
套等各项服务能力，为全国微短剧影视机构提供
系统配套服务和支持，打造微短剧影视文化产业
中心、影视文旅新地标。
　　为吸引更多剧组前来拍摄，北方微短剧影视
基地持续推出各类扶持政策。例如，开展限时场景
优惠活动，对基地自有场景实行免费开放；在项目
合作中，为合作微短剧平台遴选本地优质承制公
司，释放短剧承制资源；推出服化道优惠及补贴政
策，为剧组提供有力支持。
　　针对微短剧行业发展的资金痛点，北方微短剧
影视基地从“政策推动”和“资金对接”两个方面提
供支持。一方面，基地协助剧组与政府部门沟通，了
解并推动补贴政策落实，尽力为剧组争取政策红
利；另一方面，基地充分发挥平台桥梁作用，连接资
方与剧组。正是这样强有力的支持，许多投资方通
过基地寻找合作机会，基地则为其与剧组搭建沟通
桥梁，让资金高效注入优质短剧项目，在帮助剧组
解决资金困境的同时，为行业输出更多优质内容。
　　一年时间，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新硎初试。展
望未来，基地将完善基础配套、优化服务保障，从
单一场景支持延伸至产业链上下游，逐步参与剧
本开发，打造完善的影视生态体系，并向高规格内
容制作迈进，在脚踏实地中寻找突破，在专注精品
中成就未来。

▲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内拍摄场景一应俱全，可为各类微短剧拍摄提供丰富选择。（本报资料照片）

启动运营一年来，共拍摄微短剧131部，其中出海短剧21部、精品短剧14部，爆款率30%

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一个迎风起舞的“爆款工厂”

　　4月15日上午，电影《流浪地球3》在西海
岸新区东方影都开机，这里也是《流浪地球》
前两部的拍摄地。
　　郭帆、吴京、沈腾等主创亮相开机仪式，
沈腾的出现意味着《流浪地球3》会加入不少
喜剧元素。据悉，李光洁等主演也将陆续入
组。《流浪地球3》的开机，意味着青岛影视基
地再次进入科幻片高光时段。
　　吴京表示：“《独行月球》的时候就跟沈腾
说过，‘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希望这部戏我
能够多演点喜剧，沈腾多来一些动作，我们彼
此互换一下，特别期待沈腾的打戏。”
　　资料显示，《流浪地球3》改编自刘慈欣的
同名小说，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
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宇宙流亡之路危
机四伏，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第三次挺身
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流浪地球
3》官博上发布了开机消息，宣布距离电影上
映还有662天。此前消息，该电影已定档2027
年大年初一上映。

　　自2019年《流浪地球》第一部横空出世，
以46．86亿票房开启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到

《流浪地球2》斩获超40亿票房佳绩，两部作品
累计票房突破87亿，稳居中国影史票房榜前
列。此次《流浪地球3》的筹备更是精心打磨，
导演郭帆透露，剧本历经9次推翻重写，创作
团队还邀请了大量科学家担任顾问，全力强
化科学设定的严谨性。
　　值得一提的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与
青岛东方影都有着深厚的渊源。

　　近年来，东方影都逐渐成为“影视梦工
场”。40个摄影棚均采用全球最高标准设计，
还有领先世界水平的室内水下恒温摄影棚和
室外拍摄水池。
　　置景车间与摄影棚采用1：1的组团式布
局，极大地为剧组拍摄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时
间成本。此外，数字影音中心作为专业的影视
后期制作办公区，拥有先进的硬件设备及雄
厚的技术力量，专注于高端影视制作领域，提
供音效、视效、剪辑、调色等全流程后期制作
服务。两个世界级先进的混录棚，分别符合杜
比全景声高级音效认证及杜比全景声音效认
证标准，能全方位实现声场包围的震撼效果。

　　除了《流浪地球》系列，还有《疯狂的外星
人》《长城》《封神三部曲》《刺杀小说家》等60
余部作品在东方影都诞生。
　　作为青岛影视基地的龙头项目，东方影
都发挥了强大的带动作用，助力青岛成功申创

“世界电影之都”。如今，园区内已经集聚影视
文化企业超过230家，覆盖影视策划、投资、制
作、发行、放映、衍生品开发等产业链各环节，
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影视全产业链配套体系。

（本报记者）

郭帆吴京沈腾等主创亮相
影片定档2027年大年初一

《流浪地球3》
在东方影都开机

 北方微短剧影视基地道具库内各类服装应有尽有。

▲

>>三续前缘<<
《流浪地球3》情牵青岛

>>提质升级<<
影视梦工场“华丽转身”

>>大片“制造机”<<
青岛成科幻电影“摇篮”

打造“影视+文旅”创新融合样板

双向赋能

“政策+服务”构筑产业发展高地

双轮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