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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按照繁荣
发展和规范并举的要求，坚持抓
引导、抓服务、抓扶持，致力打
造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集聚区，
全省微短剧产业呈现出强劲发展
势头。

全方位引导
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

坚持谋定而后动，围绕制约
江西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
题，做好针对性引导工作。

出台政策引导。落实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部署要求，深入开展
调研，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已有的
激励政策，结合江西实际，江西局
研究制定《关于促进江西微短剧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
鼓励优秀剧本创作和精品制作、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强版权保
护、拓展金融服务扶持等10个方
面给予扶持。目前，江西报业传媒
集团与动信通（北京）科技集团、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与深圳中赢娱
乐控股均已签约合作。

选好内容引导。牵头组建全
省微短剧作家联盟，开展创作采
风、交流、研讨活动。实施“微短
剧+”行动计划，推动微短剧与文
旅、科普、经典、品牌、非遗等领域
融合。江西时刻互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拍摄制作的微短剧《高考
万岁之金榜题名》结合抚州“才子
之乡”的特点，将当地某品牌白酒
植入剧中，实现了“微短剧+文
旅”“微短剧+品牌”创新探索。

规范管理引导。围绕重大主
题、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全省优秀
微短剧剧本征集评选活动，挖掘
孵化重点网络微短剧精品项目。
对违背公序良俗、为吸引眼球故
意制造冲突、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微短剧坚决予以叫停，推动全省
微短剧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去年，江西局推荐的3部微短剧
《辣都传奇之双辣厨神》《武林外
史》《海昏行》入选总局“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推荐剧目，其
中《海昏行》拟在央视播出。

全过程引领
营造产业发展好生态

坚持想企业之所想，做企业
之所盼，通过打造优良的软硬件
环境，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审核提速。与赣江新区签订
共建框架协议，成立江西网络微
短剧备案服务中心，发挥该中心
辐射功能，面向全国影视制作机
构 在 江 西 备 案 开 通 “ 绿 色 通
道”，提供微短剧创制、立项备
案、成片审查等“家门口”管理
服务。落实总局“分类分层审
核”制度，依法依规实行审慎包
容监管，对本省审核的“普通微
短剧”实行“3+5”工作机制，
即3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审查意
见，5个工作日内出具成片审查
意见，受到企业欢迎。

基地带动。着力打造赣江新
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鹰潭
拾方光影影视基地等微短剧产业
基地 （园区）。支持赣江新区引
进微短剧头部企业，打造集创
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到
衍生产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人才支撑。鼓励支持省管高
校和民办院校与影视机构合作。
赣江新区创建微短剧人才培训学
校，开展群演、拍摄、灯光、道
具、化妆等技能培训。同时，将
符合条件的微短剧人才纳入“赣
鄱英才计划”人文社科创新人才
项目等省级人才工程相关推荐选
拔范围，吸引微短剧高层次人才
来赣创业。

服务暖心。统筹协调 18 个
省 直 部 门 资 源 ， 建 立 “ 微 短

剧+”行动计划专项工作机制，
同时成立推进微短剧产业发展工
作专班，并采取题材共商、资源
共享、成片共审、作品共评、多
方共赢“五共协作机制”，实行

“一月一调度、一季度一会商”，
定期调度有关部门参与“微短
剧+”行动计划有关进展。构建
精品创作全流程服务机制，定期
收集问题清单，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加强对微短剧侵权
盗版行为的监测和管理，依托赣
江新区“江西网络微短剧版权快
维中心”，为微短剧企业从创作
到发行提供备案、平台、维权一
站式的版权服务。

全渠道引路
打开产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整合各方力量，努力盘
活现有资源，推动全省微短剧产
业提速发展。

联盟联动。联合中部 6 省
份，全力打造“中部网络微短剧产
业发展联盟”，并成立中部地区微
短剧作家联盟。依托联盟深化微
短剧扶持，鼓励联盟内部微短剧
制作机构强强联合，打造更多具
有引领作用和创新价值的作品。

试点带动。支持有条件的市、
县开展“微短剧+”行动计划试点
示范，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创作
计划。目前，永丰县的《遇见，我的
欧阳修大人》、南丰县的《康都会
议》等都已拍摄制作完成。

协会拉动。筹建江西省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专设网络
视听委员会，并将全省从事微短
剧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纳入
协会，重点服务微短剧产业发
展。发挥协会桥梁纽带作用，通
过发布自律公约和风险提示等，
凝聚行业共识，不断促进全省微
短剧产业健康繁荣发展。

江西局：

布局微短剧 “赣”出加速度
□江广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在网络
视听领域积极作为，紧紧围绕
宣传创作、阵地巩固、行业规
范 等 重 点 工 作 ， 不 断 探 索 创
新，成果丰硕。

精耕创作“试验田”

为丰富网络视听节目供给，
辽宁局多管齐下，大力推动网络
视听节目创作生产。

辽宁局组织开展各类征集展
播活动，这也成为挖掘优秀作品
的重要渠道。2024 年网络视听
节目季度推优、“中国梦 新征
程”征集展播活动成果丰硕，共
征集作品450余部，从中推选出
100余部佳作。其中，网络纪录
片《梦想的北方》、微短剧《欢
喜一家人》、网络公益广告《传
承·舞者》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 2024 年“中国梦 新征程”
原创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网络
音频节目《我和我的祖国》《乐
器 说》 和 短 视 频 《候 鸟 旅 行
箱》 入选总局网络视听节目季
度优秀作品。

开展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
短视频征集推选和展播活动，
有效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短视
频创作能力。举办全省网络视
听节目内容创作培训班，为行
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联合渤
海大学举办的培训班吸引全省
广电视听行业 100 余名学员参
加，培训围绕网络微短剧行业
发展、新媒体账号运营等关键
内容展开。

筑牢宣传“主阵地”

辽宁局持续深化网络视听媒
体首页首屏首条建设，以多种方
式巩固网络视听宣传阵地，围绕
重大主题主线开展全方位宣传。

聚焦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指导广电新媒体平台推出

《二十四节气》《主播说辽宁》等
100余期新媒体作品，展现辽宁
的新成就、新风貌。指导持证网
络视听机构开设专区，展播优秀
网络视听节目。

在 IPTV 平台的运营上，辽
宁局也下足功夫。在重大时间
节点，IPTV 首页首屏开设专
区，全国两会期间累计上线相
关视频 1364 条、直播 8 场，点
击次数达275万余次，累计播放
时长313万小时。做好网络视听
拟上线节目统筹调控，对 IPTV
和有线视频点播月度拟上线播
出节目实行报备管理，把控节
目质量。

辽 宁 局 还 配 合 省 委 网 信
办，协调重点持证网络视听机
构做好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宣传
工作，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
视听环境。

规范管理“促发展”

在网络微短剧、网络动画片
管理方面，面对总局新规实施后
网络微短剧申报备案数量大幅增
加的情况，辽宁局积极应对，进
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压缩审查时
间，提升服务企业能力。全年为
80 余家制作单位核发备案系统
登录密钥。

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划，对相关制作机构给予
全流程指导，选送的网络微短剧

《中餐厅没有女主厨》成功入选
总局该计划第五批推荐剧目，为
网络微短剧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
了有益探索。

在行业管理上，辽宁局多举
并施，营造良好行业生态。依托
省监测中心开展网络视听节目日
常监听监看，全年制发《辽宁省

新媒体监听监看简报》 11 期，
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节目。优化
短视频 APP 及视频网站前置审
核和备案审核流程，积极与相关
部门协调沟通，完成8家民营机
构前置审核工作。

按照总局部署，开展 2024
年“清朗视听”专项治理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
实维护网络视听行业秩序。此
外，积极筹备推动成立辽宁省网
络视听协会，为行业搭建交流合
作平台，促进自律发展。

深耕冰雪“富矿带”

举办“视听中国——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短视频大赛是
辽 宁 局 2024 年 工 作 的 一 大 亮
点。2024 年，大赛升级为省促
进文体旅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并
入选总局“视听中国”优秀短视
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在总局网
络视听司支持下，辽宁局联合多
部门和六省区广电局共同举办。
启动仪式筹备充分，各地文旅广
电局局长进行冰雪资源主旨推
介，冰雪市集同步开启，展示了
辽宁特色文旅产品。七省区联动
直播、与各大网络视听平台合
作，全方位展示辽宁冰雪资源，
为参赛者提供丰富创作素材。

此外，辽宁局精心组织采风
活动，邀请各地主流媒体、网络
大 V、旅游达人等组成 50 余人
采风团，深入沈阳、本溪等地特
色景点拍摄创作，聚焦冰雪自然
风光、旅游、运动等内容，以短
视频讲好冰雪故事，推动冰雪文
化繁荣，激发冰雪消费活力。

截至2025年2月，大赛全网
话题浏览量超4.4亿次，依托总
局“视听新时代”账号矩阵宣
推，总播放量超7.8亿，有力带
动了各地冰雪资源宣推。

辽宁局：

多管齐下 奏响融合发展乐章
□廖文

2024 年，山东卫视大力推进频道内
部改革、文化节目“两创”及媒体融合发
展，强化安全播出责任，守牢意识形态阵
地，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
新型主流媒体，加快向综合文化服务运营
主体转型。

建设内容创制新高地

山东卫视持续发力文化“两创”，重
点文化节目取得突破性成绩，不断夯实平
台影响力、公信力。在制作上守正创新、
精益求精，作品有温度、有深度，坚持创
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守
正创新，锐意进取。2024 年，山东卫视
推出大型文化综艺节目 《戏宇宙》 文旅
季、《行进中国大运河篇》、《国学小名
士》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等
重点文化“两创”节目。《戏宇宙》荣获
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奖——第 28 届电
视文艺“星光奖”电视戏曲节目奖，是其
中唯一的一档戏曲节目，成为戏曲文化节
目新标杆，品牌效应凸显。《黄河文化大
会》、《超级语文课》 第二季分别入围第
28 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电视文艺栏
目、少儿电视节目。《黄河文化大会》三
季节目均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
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黄河
文化大会》 第二季荣获第29届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提名奖。

此外，广泛布局文化短视频节目生产
线，推出微综艺《跟着戏曲去旅行》、《台
柱子》第二季、《岐黄说》，微纪录片《时
光印记—我和我的祖国》《小院来了年轻
人》，微电影《风吹麦浪》《我叫张德正》

《南山石》，网络动画片《师玄儿之礼乐传
说》等轻量化新媒体产品。

潜心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坚守本心，谋求创新。“齐鲁文艺高峰计
划”重点项目纪录片《昆嵛》以季节为脉
络，生动描绘昆嵛山的一年四季，广受好
评。持续升级文艺晚会类 IP，创新推出

《2024 山东春晚》《2024 山东卫视中秋晚
会》《2024 山东新年交响音乐会》《2024
山东卫视元宵开学礼》《阅读的力量—世
界读书日特别节目》 等项目。《时光印
记—我和我的祖国》《云端上的守望》等

3 件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
全年作品入选总局年度推优6件，入选总
局季度推优5件，入选总局2024年“中华
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1件，受到总局
书面表扬4次。

开拓立体传播新生态

扎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快新型主
流媒体建设步伐，以精准运营持续提升品
牌传播力。坚持用互联网思维全方位、系
统性塑造主流媒体，探索打造“小屏引
爆、大屏呈现、双向导流、立体传播”的
工作机制。在传播上策划新媒体产品、打
造热点话题、强化用户互动，持续输出具
有广泛传播力的爆款产品。

全域矩阵布局，精准触达多元受众。
作为山东省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山东
卫视积极拥抱媒体融合浪潮，坚持全媒体
立体传播，持续构建了覆盖全域、精准完
善的融媒体传播矩阵。积极响应中宣部政
策调整，紧跟各大商业平台业务布局重点，
重点运营B站平台，B站山东卫视号全年
涨粉22万，全年总播放量5亿+，总互动量
1774万，稳居站内全国省级卫视粉丝数第
二；第一时间入驻小红书平台，山东卫视小
红书号从去年6月入驻，目前涨粉20万，

稳居站内全国省级卫视粉丝数第一，总播
放量7亿，总互动量2375万。

截至 2024 年，山东卫视全媒体渠道
粉丝量突破 4100 万，年度视频播放量超
90亿，网络热搜话题超4000个。

深耕打造垂类 IP 账号，创新运营引
发网友喜爱。持续做大做强“山东卫视”
主账号，同步打造“超级语文课”“戏宇
宙”“黄河文化大会”“山东春晚”等多个
垂类账号，在优质短视频创作和传播上精
准发力。

截至2025年3月，《戏宇宙》节目的官
方账号在抖音、视频号平台分别拥有粉丝
23.4万、50.3万，是视频号平台戏曲类目影
响力较大的头部账号。“山东春晚”抖音号
粉丝31.6万、视频号粉丝93.6万，视频号播
放总量超6亿、转评赞超1000万。《黄河文
化大会》抖音号粉丝20.93万，截至目前播
放总量 2 亿、转评赞超 360 万。《超级语文
课》节目矩阵粉丝206万，利用节目优秀师
资力量和高强度曝光，还开展了教师培训、
研学等活动。

短视频爆款全面“破圈”，利用新质生
产力实现小屏端内容发展“新”跃迁。深挖
黄河文化、戏曲文化等大屏重点文化综艺
资源，深度短视频“二创”，引发网友情感共
鸣。“中医少女黄琪惠”播放量超5亿。

节目《戏宇宙》文旅季全网话题阅读
量达10亿，“我的家乡超有戏”新媒体互
动活动全网阅读 （播放） 量1.5亿，总局
点赞节目实现了文旅与戏曲的双向奔赴。

《黄河文化大会》第二季深度解读黄河文
化、讲好黄河故事，成为微博综艺影响力
榜单 TOP1、B 站热门综艺 TOP3，全网
话题阅读量超51亿，获第29届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超级
语文课》 第三季全网曝光量 16.1 亿，超
400家媒体转载推荐，让大语文教育成为

“文化热搜”，打造教学模式新样本。《行
进中国大运河篇》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
年之际播出，联动新华社及大运河沿线主
流媒体共创直播，全网传播量11.1亿，受
到总局表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品
牌迭代升级，全网话题阅读量16.6亿，视
频播放量累计8亿。

开创跨屏合作新模式

打造跨屏节目、轻量化系列产品，以
专业化能力打造高品质传播精品。

寻求跨平台合作模式新业态，赋能新
媒体端小屏传播。2024 年，山东卫视联
合新华社客户端、抖音平台共同打造了纪
实对话类专题节目《闪亮的智慧》，抖音
平台播放量突破3.4亿次，相关话题阅读
量超20亿次，点赞超60万。联合快手出
品全新求职综艺节目《来活了老铁！》，快

手站内阅读量20.3亿。
积极联动策划发起多种线上合作。

《2024 山东春晚》 联动新华社微博开展
“晒出2024第一张全家福”线上活动，活动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700万，互动量超10万
次，共有超200位网友参加活动，成功向全
国观众传递了山东春晚“爱国家，爱家乡，
想回家”的主题，营造了温暖祥和的春节
氛围。

《戏宇宙》文旅季联动新华社“秀我中
国”推出衍生微综艺《跟着戏曲去旅行》。
此外，每期节目还结合嘉宾特色，制作了

“秀我中国推荐官”短视频，在推荐当地文
旅的同时宣传《戏宇宙》节目。据统计，《戏
宇宙》第三季在新华社客户端和“秀我中
国”小屏端播放量为2000万。

《2025山东春晚》与退役军人事务部
宣传中心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推出

“老战友你在哪儿”网络征集活动，活动
及节目相关内容全网话题阅读量和视频播
放量达1亿，互动量超100万，新华社推
出多篇10万+微信文章。

2025 年，山东卫视将把握大势，锐
意改革，以创新思维作引领，以内容建设
为核心，以具备“传播力”和“营销力”
的项目IP为抓手，一体化打造“1+3”个
传播平台，精彩大屏，强化小屏，激活私
域，深耕线下，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竞
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向综合文化服
务运营主体转型。

山东卫视：创新文化赛道 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