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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南西部儋州境
内的松林岭，又名儋耳
山。近日，由儋州市长坡
中学高级教师高秋遂作
词，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原
党组书记、主任韩英伟作
曲，儋州籍国家二级演员、
海南青年歌唱家胡世荣演
唱的歌曲《儋耳山之歌》在
线上走红。这首歌以儋耳

山的风物为题材，以白玉
蟾的风骨、苏东坡的情怀
结合儋耳山的美景，讲好
儋州故事，抒发儋耳情怀，
唱响家乡之美、歌颂新的
时代，向人们展示出儋州
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画卷
和儋耳山如诗如画的自然
风光。

——编者

海南企业起身入局

“太‘上头’了，一看就停不下来。”
每天下班坐车通勤时，“00后”海口女
孩陈佳妮总习惯性戴着耳机，点开热门
短剧追更新，时下热门的剧目可谓一集
不落。

脱胎于网络文学，短剧的爆火速度
远远超乎人们最初的认知和想象。

“短剧最早起源于网文，它们多沿
用网文的题材和分类标准，比如大类分
为男频、女频（以男性、女性为主要读者
群体的小说类型），题材有穿越、重生、
仙侠等。”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
院戏剧与影视专业教授鞠斐表示，短剧
诞生之初是网络文学的衍生产品。一
些网文平台或文化企业，将自有的热门
网文IP视频化，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推广。

最初，短剧作为网文的一种推广形
式，通常只拍摄网文中的“高光”片段。
观众观看后，便点击视频附带链接跳转
至网文付费阅读。随着短剧受众愈来
愈多，短剧与网文之间主客易位，热门
网络爽文被改编成完整短剧，集中投放
和推广。

今年春节假期，短剧《我在八零年
代当后妈》成功出圈，这部微短剧拍摄
仅耗时10天、后期投入约8万元，上线
当日充值却超过2000万元，让短剧彻
底“出圈”。

现象级网剧的爆火，吸引资本相继
加入这一新赛道。而被誉为“天然摄影
棚”的海南，在这场短剧狂潮中也展现
出了巨大的潜力。

一方面，不少海南企业纷纷制作短
剧，力求“分一杯羹”。此前公开数据显
示，单是2023年9至11月，海南的制作
公司通过广电总局备案的微短剧就有
20余部。虽与外地等影视剧重镇的差
距还肉眼可见，海南在名单上的队伍逐
渐壮大。

另一方面，我省万宁、陵水、儋州等
各地打造影视拍摄基地，优越的自然风
光、丰富的拍摄资源，以及日益完善的
配套设施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成为短
剧量产化拍摄基地。

多方发力共塑链条

作为影视从业者，海花岛影视版块
负责人黎明能明显感觉到，短剧的火
热。

“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们已经承
接将近40余部微短剧的落地拍摄工
作，和九州文化、掌阅中文、点众未来等
短剧头部平台都有合作。”黎明透露，海
花岛获得众多剧组青睐主要原因在于，
拍摄便捷、场地优惠、风光优美。

具体而言，一是海花
岛上有包括音乐厅、电影院、影棚、水上
乐园在内的28类业态，拍摄场景丰富，
能基本满足现代短剧的拍摄需求，尤其
是海南冬天气候温暖，更吸引诸多剧组

“南下”拍摄，缩短制作周期。
这也是海南整体对于短剧的吸引

力所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南拥有
独具特色的椰风海韵、蓝天碧海、热带
雨林以及一年四季皆可拍摄水下场景
戏份等优质资源，加之酒店众多相关配
套和接待基础完善，对影视剧组十分有
吸引力。

尽管时长很短，一部短剧也是具体
而完整的影视作品，有着从版权开发、
拍摄承制、推广投放、平台渠道等完整
的链条。

“从立项、筹备、拍摄、后期到投放，
每一个阶段都涉及十几甚至几十个环
节。”本土网络文学作家钟惠是一家头
部短剧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负责多
部海外的制片出品工作。

钟惠分享一部短剧的制作流程，得
先摸底市场需求，确定大纲，写出剧本，
再经过出品人、编审等人员联合把关，
确定是否立项。拍摄项目成立后，就要
对接导演、确定演员、寻找拍摄场景。
拍摄中，除了导演和演员外，还要协调
摄像、灯光、场务、妆造等各方面资源完
成拍摄。在最终完成后期，成片提交
后，出品方还需要在不同平台“推流”测
试市场反馈，一旦反响不佳便及时中止

“推流”。
与此相对的是，目前，我省短剧产

业还在前期开发阶段，还未参与短剧版
权开发、后期制作、推广投放等深度制
作中。目前，我省从业者已经看到其中
的掣肘，相继发力，共塑产业链条。

“我们在承接落地拍摄工作时，不
仅场景和服化道服务，还帮助剧组对接
本地群演等资源。”黎明透露，目前，该
基地正组织人员参与到短剧外联协拍、
场务保障等制作环节中，逐步培养自有
人才队伍。海花岛也在计划加大投入，
积极增加专业化拍摄设施，提升摄影棚
的数量和质量，以应对未来可能日益增
长的短剧拍摄需求。

目前，海南各院校也通过开设影视
专业，培养了一批影视专业储备人才，
可持续服务短剧产业发展需求。“我们
可以挖掘人才资源，充分参与到短剧制
作的各环节中。”海口市互联网协会秘
书长、短剧制作人叶成文认为，短剧行
业蓬勃发展，能够给本地影视专业人才

充分发展的机会，也倒逼
着专业器材、场地供应端不断迭代发
展。

目前，我省高校正在联合业界尝试
成立网络视听专业委员会，整合本土影
视力量，协同对接全国优质平台和资
源，谋求深入合作。

“短剧+”空间前景无限

面对日益内卷的短剧行业，海南应
如何接招？

谈及短剧制胜法宝，钟惠认为“内
容为王”的法则仍然存在。

“短剧的本质上仍是一种大众文化
产品，需要满足受众对美好生活的情绪
共鸣和情感期待。”钟惠说，要把故事讲
得好看，节奏扣得紧密，在短剧中要确
保每一集、每一个信息点都讲得精彩，
内容从业者要守住创作底线，影视承制
团队要精雕细琢，才能一路披荆斩棘。

“创作越极致化、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内
容为王，短剧才能‘出圈’赋能。”

承接着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短
剧发展天地日益宽广。

今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发
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提出
将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
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让更多
取景地因微短剧播出而“出圈”，营造去
全国各地“打卡”的新风尚。

“这像一份‘行动指南’，让短剧充
分与文化和旅游等产业跨界深度融合，
走向更广阔和主流的市场。”黎明认为，
在政策支持下，短剧+文旅的模式，不仅
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不仅对于微短
剧是前景无限的创作机遇，对于文旅市
场也是一种新的机遇。

例如，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开通后，
一路畅通海南各地美景，更能够成为各
类公路和冒险题材短剧的取景地。

业内人士认为，相比常规的影视作
品，微短剧的制作周期更短、成本更低、
进入门槛更低，一般的文旅单位和小微
视频公司，也能够入局。比起短视频，
它的故事承载力和创作空间又更加广
阔，更能满足有深度、有质量、有内容的
文旅传播需要。

短剧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借
助短剧的IP联动、故事联动等，影视、文
旅等产业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
激活新的消费空间。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6月5日，在三亚
西岛旅游景区，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志
愿者李波和百余名企业代表、市民游客、艺术
家一起参与净滩、净海志愿服务行动。

今年是李波坚持清理海洋垃圾的第24
年，从22岁到46岁，李波几乎把人生中最好
的时光都献给了海洋。

和常见的清理海滩垃圾不一样，作为潜水
教练的他是在海底捡垃圾。

扎进“梦中情海”捡垃圾

李波在鸭绿江边出生长大，海洋曾经离他
很远。少年时，在一张明信片上，李波看到了
海南的蓝天、大海、沙滩，一下就被迷住了。长
大后，带着这个念想，李波跨越几千公里来到
三亚，一头扎进了“梦中情海”，成为一名潜水
教练。

24年前，因为一场台风，在李波心目中，
如同《西游记》中海底龙宫梦境般的海底，变成
了“垃圾场”。“到处都是塑料袋、饮料瓶和挂着
鱼蟹的破烂渔网。”李波还记得当时内心的刺
痛，自那以后，他开始一次次徒手清理并带离
不属于海底的污染物。

与在岸滩上捡拾垃圾不同，海底能见度
低，作业时还需要小心谨慎，不能破坏珊瑚，孤
身入大海打捞垃圾这件事比大多数人想象的
都要危险。

身体被渔网割伤、脖颈被绳子勒住、尖锐
的礁石刺破皮肤……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年轻时的李波经常穿一件泳裤，戴一副泳镜就
下水了，身上也总是出现各种伤痕。

离死亡最近时，李波在海底被大网困住难
以呼吸，后背、腹部、大腿均被渔网割伤，险些
丧命。他也曾被“幽灵网”勾住脚蹼，差点无法
返回水面。

几度死里逃生，李波的脚步却并未因此止
步，而是开始攒钱“升级”清理海洋垃圾的装
备：潜水服、压缩气瓶、调节器和更结实的脚
蹼，“只有配足装备，安全才更有保障，这样才
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李波坦言。

想让大海重现最美的模样

濒临过死亡的李波没有哭，但面对经过自
己和专业人员救助得以新生的海洋生物，李波
却忍不住落泪。

5月26日上午6时，经过145天的救助，
曾搁浅在三亚市的鲸鱼“海棠”重回大海。

在李波手机里名为守护“海棠”日汇总的
备忘录里，留存着对“海棠”的点滴记录，从呼
吸的频率到进食的次数、游动的情况，“海棠”
每一次的新情况都牵动着他的心。直到最终
放归大海，李波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海棠’的成功救助非常不易，是多方努
力的结果。”李波说，这次救助的意义，也不仅
仅只是让搁浅的鲸鱼重回海洋，还为今后救助
更多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参考。

这不是李波第一次进行救助工作，20余
年来，他已参与救助近60只海豚、海龟等海洋
生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海洋精灵。

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被李波视作与清理
垃圾同等重要。作为一名潜水教练，李波规
定，自己的学员结业时至少要和他一起去清理
一次海底垃圾；带着游客潜水前，他要给每个
人发放垃圾袋，告诉他们如果在海底看到垃
圾，都可以捡上来；带着孩子去海滩游玩，总习
惯性地带上网兜清洁垃圾。

多年的志愿工作，让李波深刻地明白，一
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有影响和带动更多的
人加入海洋保护行列，才能让蓝色家园越来越
好。

如今，李波还经常到学校里，给小朋友们
看清理垃圾时的图片和视频，希望他们多关注
海洋生态，呵护蔚蓝。

“现在海底的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自己
的坚持都值了。”24年来时光变幻，但李波的
梦想仍一如从前，“想把大海复原成最美好的
样子，让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也能感受蔚蓝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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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远古走来
松林晚翠是你的风采
你用温柔的眼眸
俯瞰星辰大海
你用补天的余石
填出最美词牌
你用长长的渡槽
托起天边云彩
你亲吻红红的土地
稻谷飘香花儿朵朵开

你向未来走去
顶天立地是你的姿态
你用玉蟾的风骨
刻画古庙楼台
你用东坡的风韵
谱写儋耳情怀
你用祥瑞的香火
播撒人间大爱
你拥抱蓝蓝的海浪
琼西崛起春风缕缕来

啊 儋耳山
故乡的山
爱你的山花
爱你的稻香
爱你的山歌
爱你的调声
是谁在月光下深情对白
那是北岸的情哟
那是水南的爱
那是千年古郡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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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这首新歌，感受儋耳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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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劲爆、
节奏极快、“爽
点”密集，看完一
集也就两三分
钟，在手机一刷
就停不下来，这
就是近期在互联
网爆火的微短
剧。

仅在一年多
时间内，短剧便
以横扫千军之
势，从市场上略
带草根气息的小
成本项目，成长
为前景千亿的蓝
海产业，吸引众
多资本纷纷入
局。

多年来，海
南出台各项支撑
政策和扶持举措
大力发展影视行
业。风口之下，
我省如何在推动
内容创作、加强
市场监管、深挖
消费空间、拓展
产业模式等方面
出招，入局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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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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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左一）在海底清理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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