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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年来影视行业风口之一，“微
短剧”成为网络热词。今年全国两会上，
多位代表委员针对微短剧建言献策，引
发社会关注。

从萌芽初始到高速成长，微短剧在
较短时间内成为网络视听领域的“流量
高地”。今年春节假期，微短剧作品上线
数量和用户规模显著扩大，小屏幕上的

“春节档”出新出彩，满足了不同人群的
文化需求。励志剧《超越吧！阿娟》展现
传统非遗“醒狮”，爱情剧《大过年的》通
过个人成长折射当代年轻人婚恋观，轻
喜剧《大妈的世界贺岁篇》以老年人视角
聚焦社会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计，
仅某短视频平台春节期间就有 8 部作品
播放量超过 1 亿次。有数据显示，2023 年
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达 373.9 亿元，
预计 2027 年将超 1000 亿元。

微短剧之所以受欢迎，离不开顺应
媒介变革迭代的艺术表达。当前，短视
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重要方式
之一。微短剧在短视频的基础上结构故
事，体量小、节奏快、情节密、反转多，更
适配碎片化的观看时间。同时，在微短
剧发展初期，大多数作品是用户自行生
产。互联网的低门槛创作，点燃了大众
记录人生百味、抒发真情实感的热情。
此外，微短剧制作周期短、置景成本低、
拍摄成本少、变现机会多。这给年轻人
提供了更多机会，进而有利于涌现创意、
提升内容丰富性。

也应看到，微短剧在高速发展中也暴
露出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比如，为快速
投放而粗制滥造、为博眼球而格调低下，
这必将对健康的创作生态和商业循环造
成伤害。作为拥有广泛受众的新型文化

产品，微短剧不能走粗放发展的歧途，应
该在吸引流量的同时更注重质量。

监管与扶持并行，引导微短剧有序发
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推动微短剧高
质量发展，多次开展专项整治及行业规范
等工作，着力遏制其野蛮生长的态势，并
将治理工作转入常态化。同时，对于优秀
作品，管理部门也在资金支持、专家指导、
评奖评优、矩阵宣传等方面给予大力扶
持，并积极拓展新赛道，比如开展与地方
文旅的结合等，为微短剧发展打开新思
路。面向未来，进一步强化有效监管、加
强政策支持，才能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吸引专业团队入场，推动微短剧提
档升级。一方面，发挥传统影视公司以
及知名导演、知名演员的专业优势，从策
划立项、内容创作、拍摄剪辑、宣传推广
等全链条入手，促进微短剧质量水平全

面提升。另一方面，视频播出平台可给
予微短剧流量扶持、内容孵化、人才培养
等支持，并将过去海量内容进行系统化
编排，创建档期制与剧场制，使作品更好
抵达观众。

强化精品意识，赢得流量口碑双丰
收。微短剧有横屏、竖屏，但打动人心的
关键在于质量。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作
者摒弃浮躁，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寻找
灵感，以真诚的态度锤炼品质、提升品
位 ，满 足 人 们 日 益 增 长 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多奉献精品，微而不弱、短而不浅，
兼具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这才是微
短剧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长远来看，微短剧也是一种新的文化
业态。期待微短剧持续绽放新光彩，在创
作与传播上走向更广阔舞台，成为讲好中
国故事的有效载体。 （《人民日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私
家车数量的激增，停车难已成为许
多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来，
共享停车在广州的兴起，为解决这
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据广东台触电新闻报道，近
年来，多家公司推出了共享停车
小程序，业主和单位可将自家车
位在闲置时间进行出租，市民通
过预约和车牌识别即可使用。广
州交通管理部门也表示，鼓励互
联网企业与停车场经营者合作推
动共享停车，推进停车资源错时
共享，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

既能解决停车难，又能让车
位拥有者从中获益，共享停车是
共赢之举。事实上，广州也是国
内较早探索从制度层面上鼓励共
享停车的城市，早在 2018 年实施
的《广州市停车场条例》中就
已明确提出鼓励共享停车。

但共享停车进入单位和小区，也
引发了关于安全和公平的讨论。
毕竟，并不是每一户都拥有停车
位，将停车位共享出去，有车位的
业主和物业都会获得一定分成，
但安全风险却要所有住在该小区
的住户来承担。一些单位也害怕
增加管理难度，对此并不积极。

从社会总体层面上来看，共
享停车是好政策，但在具体推行
中，却 需 要 平 衡 好 各 方 的 权 益。
这跟旧楼加装电梯有相似之处，
除了制度层面的鼓励之外，还需
要在操作层面上不断完善总结，
推出更多简化版的操作指南。或
是针对共享停车的管理制度，厘
清权责、打消疑虑，让成功经验具
有可复制性，让共享停车进小区
进单位更容易。 （《广州日报》）

“相亲”最近成了舆论场上的热词。除
了浙江政务平台的相亲功能引发热议外，河
南开封的“王婆说媒”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据媒体报道，近日，安徽铜陵等地有网
友建议在城市公园设置相亲角，以提升年
轻人相亲的便利程度。对此，不少地方政
府给出了积极回应，认同网友的建议。

在公园设相亲角，一方面可以通过提
供现场交流渠道，扩大年轻人的交友圈，为
年轻人寻找伴侣增加一种可能性；另一方
面，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基础公共服务的
延伸。

事 实 上，公 园 相 亲 角 并 非 新 鲜 事 物。
随着城市年轻人婚恋难题日渐凸显，一些
大城市就出现了公园相亲角。而这种民间
自发的相亲形式持续十多年间，也曾多次
引发舆论热议。

尤其是，彼时，由于个别相亲角的一些
“条件”以其苛刻和奇葩引发热议。比如，
“女生学历不能太高，本科最好”；再如，对
结婚“明码标价”等，有的甚至一度出现了
所谓的“相亲鄙视链”。因此，当时舆论对
相亲角抱持的态度不算友好。

不过，如今的相亲角似乎正逐步被公
众所接受。从媒体报道看，2023 年以来，陆
续有新疆乌鲁木齐、陕西延安、山西高平等
地网民呼吁相关部门在城市公园里设置相

亲角。
这主要是因为，相亲角本身有了一些

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因此，舆
论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来看待相亲角，
从现实需求出发审视其存在。

比如，最近爆火的“王婆说媒”，除了有
流量导向催生的因素外，也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当前社会的婚恋观。此次多地网友呼
吁地方设置相亲角，更可以看作是相亲角
得到舆论广泛接纳的一种表现。

要承认的是，婚恋难题已经成为部分年
轻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
网友呼吁设置相亲角，其实也有相应的“社
会基础”。而类似的举措，对解决当前城市
普遍存在的婚恋难题，也有一定的帮助。

作为解决婚恋难题的一个补充途径，
以前的相亲角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大部分
由父母参与。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相亲
角得以启用，期待年轻人也可以利用闲余
时间，加大参与力度，在这个现实社交空间
里更加活跃。

要提醒的是，相亲角最初就是民间自
发的，因此，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妨发挥引
导作用，至于具体事务，或许可以交给志愿
者与民间组织去做，以保持其更大的民间
亲和力。我们乐见能有越来越多的相亲
角，为年轻人的婚恋帮上忙。 （《新京报》）

气温回暖，春光无限，又是一
年踏青好时节，消费市场再度迎来
了一波“春日经济”的高潮。从春
装到自行车，从徒步装备到户外露
营用品，各类与户外活动相关的产
品纷纷受到消费者追捧，这股“春
日经济”的热潮，不但为商家带来
了销售额的增长，也为消费者带来
了更多户外体验的机会。

户 外 服 装 品 牌 推 出 的 冲 锋
衣、越野跑鞋等产品，不但色彩亮
丽，设计新颖，更注重透气性、舒
适性，符合消费者对于户外活动
的需求。精准切合消费者需求，
这一趋势不仅促进了户外服装销
售的增长，也拉动了整个户外装
备市场的发展。

徒步、骑行、露营等户外活动
的兴起，为户外装备市场注入了
新的动力。这股热潮促进了自行
车、登山杖等产品的销售增长，也
激发了更多人参与户外活动的热

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不单

单是因为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
更深层因素是消费者对于生活品
质的追求。人们对于休闲、健康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户外活动恰
恰能够满足这一需求，成为越来
越多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良性的消费互动不仅是一种
交易关系，更是一种共同促进经济
发展的合作。商家通过不断创新
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
壮大；消费者通过购买商品、享受
服务，不仅实现了自身的需求，也
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抢抓“春日经济”为消费市场
注入更多“春意暖流”。一年之计
在于春，“ 春日经济”的“ 枝繁叶
茂”，为全年经济发展开了一个好
兆头，营造了一个好势头。

（《北京青年报》）

做大春日经济“蛋糕”
为市场注入更多暖流

加速共享停车需制度“护航”

孙小二

请本版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略奉薄酬

苏士仪

乐见更多相亲角
能为年轻人婚恋帮上忙

近日，一款新获批的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引发关注，甚至被一
些网友称为“近视神药”。眼科专家提示，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使用需谨
慎，要在医生指导下科学使用。

“硫酸阿托品本身并非新药，而是一种很常见的‘老’药。”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眼科副教授魏欣介绍，硫酸阿托品可以使眼睛内的睫状肌松
弛，同时散大瞳孔，常用于眼科散瞳验光。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科学使用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记者严赋
憬 戴小河）国家发展改革委 1 日发布
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
行动”，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具备条
件的县（市、区、旗）域农村地区，以村
为单位，建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
的风电项目。

驭风行动明确，建成的风电项目
原则上每个行政村不超过 20 兆瓦，同
时探索形成“村企合作”的风电投资建
设新模式和“共建共享”的收益分配新

机制，推动构建“村里有风电、集体增
收益、村民得实惠”的风电开发利用新
格局。

行动遵从因地制宜、统筹谋划，村
企合作、惠民利民，以及生态优先、融
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各地农村风能
资源和零散空闲土地资源为基础，结
合村集体经济发展，以村为单位，以村
企合作为主要形式，以收益共享为目
的，以符合用地和环保政策为前提。

在 政 策 支 持 方 面 ，行 动 明 确 在
符 合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不 涉 及 永 久 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和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农村零散非耕地，依法
依规办理“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风电
项目用地。

据介绍，我国农村地区风能资源
丰富、分布广泛。在农村地区充分利
用零散土地，因地制宜推动风电就地
就 近 开 发 利 用 ，对 于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
重大。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
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甘肃天水凭借麻辣烫“出圈”，短短
20 多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20 亿元。
权威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接近 5 万亿元。

从淄博烧烤到贵州榕江“村超”，再
到“尔滨”冰雪，一些地方呈现出文旅火
爆的态势，更多城市管理者开始探索文
旅大市场的新活力。

“网红”城市上新，文旅消费
的潜力有多大？

“开了 26 年店，像现在这样一天接
待七八百位外地客人还是破天荒。”天
水海英麻辣烫老板娘哈海英说，店门口
从清晨 6 点排队排到晚上 9 点，麻辣烫
的竹签每天要用成千上万根。

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各地游客涌
向这座西北古城，品尝美食的同时，打
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赏千年
古柏……

坐高铁进“淄”赶“烤”、榕江“村超”
全网关注、“尔滨”现象火爆、天水麻辣
烫走红……近两年，地方文旅接续“出
圈”，一个个 IP 涌现，“网红”持续上新。
透过这波热度，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文旅
对消费的撬动力量。

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26 日期间，天
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353.6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20.5 亿元。

无独有偶，哈尔滨春节假期 8 天接
待 游 客 1009.3 万 人 次，旅 游 总 收 入 达
164.2 亿元；榕江“村超”去年获得数百
万人次到访和数十亿元旅游收入；淄博
2023 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 630 亿元，
同比增长 68.42%。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去年全国国
内出游人次 48.91 亿，出游总花费 4.91
万亿元。今年春节长假，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 4.74 亿人次，总花费超过 6300 亿
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
育文娱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近期，一系列释放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的利好政策举措出台。

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把多勋认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元化和个性化，关注点可能是某个著名
场景、特色美食、极具烟火气的生活体
验和多彩的文化展示，大城小县都有

“出圈”的机会，文旅消费可挖掘的空间
巨大。

“文化和旅游、诗和远方已经成为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向 往 的 重 要 内
容。”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今年
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文化和旅游产
业链长，收益面广，涉及各行各业，文旅
可以“加”百业，百业也可以“加”文旅，
百业只要加上了文旅，既带来了人气，
又开辟了财源，就会出现人财两旺的好
势头。

底蕴、特色、实诚劲儿，一个
都不少

文旅热的“流量”密码是什么？记
者梳理最近一年的“出圈”之地发现，这
些地方无一例外凸显出底蕴、特色和实
诚劲儿三个关键词。

丝绸之路重镇天水，位于陕、甘、川
三省交界处，是“羲里娲乡”，秦人在此
放马、建都，蜀魏在此拉锯争雄，东西文
明在此交汇，“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
积山石窟坐落于此。

“ 冰城”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深
厚，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首选之地；索
菲亚大教堂、哈尔滨火车站等建筑极具
异域色彩；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
号。

齐 风 古 韵 、蒲 翁 故 里 、陶 琉 名 城
……淄博同样拥有深厚扎实的人文基
因，所辖临淄区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国
都，灿烂的齐文化给淄博留下了厚重的
历史文脉。

“多地走红的背后，是厚重的城市
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是延
长‘流量’的重要支撑。”把多勋说。

从哈尔滨的雪花到上海的繁花，从
泉州的簪花到三亚的浪花，从天水的麻
辣烫到淄博的烧烤……无论东西南北，
各地的“火热”都离不开具有高辨识度
的本地特色。

油泼辣子的鲜香和手擀粉的爽滑
成就了别具风味的天水麻辣烫，小饼烤
肉加蘸料组成了淄博烧烤“ 灵魂三件
套”，特色美食成为解锁城市文化地图
的一把钥匙。

现场观众拿着锅碗瓢盆助威呐喊，
比赛奖品是本地香猪、香羊、小香鸡等
特色农产品，村民身着民族服饰进行拉
拉队表演……榕江“村超”以溢出屏幕
的农趣农味和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打
动了网友的心。

感人心者，莫过于诚。实诚劲儿也
是多地火爆“出圈”的必杀技——热情、
真诚和贴心服务一以贯之。

服务主打一个“实”。在天水，爱心
车队暖心迎来送往，行李寄存点设置及

时、考虑周到。哈尔滨及时关注游客留
言投诉，接诉即办，道歉整改。淄博严
明要求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向缺斤少
两说不。

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
期“留量”经济

“网红”之后，如何留住文旅热度，
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期“留量”
经济？这成为多地城市管理者的探索
课题。

记者近日在淄博曾经的热门打卡
地八大局市场采访发现，部分“网红”烧
烤店已更换招牌，销售体现民俗文化亮
点的产品。不久前，淄博举办首届萝卜
糖球民俗文化节，精品百货、特色美食、
变脸、打铁花等非遗表演，带来视觉与
味觉双重享受。

随着“尔滨”爆火，冰雪大世界 AR
冰箱贴、索菲亚教堂蛋糕、大雪人甜品、

“恋上哈尔滨”立体贺卡等各类文创产
品一道“出圈”，不仅包含着地域特色、
奇思妙想，更有科技赋能、IP 加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想
形成持续关注，要在城市形象塑造、旅
游设施建设、特色文化推广等多维度发
力，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因城施策，
打造个性化的城市 IP。“与其追逐表面
上的浪花，不如把河床打得更坚实，打
好自家特色牌，让城市 IP 的吸引力更细
水长流。”

在 陕 西 西 安 的 沉 浸 式 街 区，游 客
“变装古人游长安”；在广西阳朔，依托
喀斯特地貌打造的攀岩节让运动休闲
融入山水观光；住进莫干山乡村民宿体
验农趣、享受慢生活；走进三星堆博物
馆看数字化技术助力古老文物“活”起
来……当旅游产品和服务愈发丰富优
质，文旅热就不再局限于“眼球”经济。

千招万招，关键在于落实，接好接
力棒。今年年初，全国各地的文旅部门
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自己的城市
宣传推介，输出创意短视频、喊话明星
为家乡“上分”。

戴斌认为，当“流量”来了，除了打
造消费场景，更要守护市场秩序，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防止短期过度投
入造成资源浪费。

互联网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要持续跟踪、把握变化。黑龙江省文旅
厅副厅长齐斌说，要进一步做好消费市
场调研、消费热点跟踪和消费心理预
测，将“流量”转为核心竞争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天水之后会是谁？“文旅热”如何热得久？
新华社记者 文 静 杨思琪 张武岳

我国将在县域农村建成一批
就地就近的风电项目

4 月 1 日，烟台港芝罘湾港区码头上停满了即
将发运的商品车（无人机照片）。

烟台港

打造北方商品车物流枢纽港

4 月 1 日，码头工人在烟台港芝罘湾港区清点商品车。

近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充分发挥毗邻日韩、
便捷跨境海铁联运、汽车原产聚集地等区位综合优
势，积极打造商品车物流枢纽港。目前烟台港拥有
商品车航线 14 条，连接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
年一季度，烟台港完成商品车全运输模式操作量
17.4 万台，同比增长 25.1%。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