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6 月 10
日国家安全
部微信公众
号 报 道 ，当
“刷脸”成为
生活常态，一

些“强制刷脸”“无感抓拍”等不
当使用乱象以及人脸识别数据
滥用等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
应当引起重视和警惕。

（作者 王铎）

人脸信息泄露

6月 22日上午，微短剧《怒海
封王》在太湖县花亭湖风景名胜
区开机，预计 7月初杀青，全剧共
60集。 （6月24日《安庆晚报》）

当镜头对准青山绿水，当剧情
触及历史人文，一部部微短剧正在
悄然改变人们“种草”一个地方的方
式。在信息传播日益碎片化、内容
消费不断“微型化”的时代语境下，
微短剧以短小精悍、叙事高效的优
势迅速崛起，成为文化传播的新“流
量入口”。从数十秒的“快餐式”视
频到数分钟一集的连续剧，微短剧
正在成为撬动城市文旅品牌的新杠
杆，打开了文旅推介又一扇大门。

微短剧之“微”，不在于表达之
轻，而在于连接之快。借助网络平
台的传播力，文旅资源得以精准抵
达目标受众。一部聚焦本土历史人
物的剧作，不仅是文化内容的再创
作，也是一次地域记忆的活化。观
众在故事中认识了太湖，在影像中

“种草”风景，在情节中感知历史。
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以情动人、
以景牵心，突破了传统宣传中“图文
并茂但不动人”的瓶颈。

微短剧之“短”，不等于浅显。
相反，它对内容浓度、叙事技巧和文
化厚度提出更高要求。真正成功的
文旅微短剧，既要有看点，更要有内
力，要在有限篇幅内塑造人物形象、
传达地域精神、打动观众情绪。尤
其是以真实历史为创作源头，更要
求制作团队对历史负责、对文化敬
重、对时代有感，以小见大、寓意深
远，才能在一集集短剧中沉淀出厚
重文化韵味。

从传播规律来看，微短剧的“触
媒效应”远不止停留在文化层面，还
能对文旅产业链上下游产生溢出效
应。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已不
鲜见，如《隐秘的角落》引爆了湛江，

《狂飙》拉动了江门，《去有风的地
方》让大理人气再度飞升。这种“剧
目即场景”的文旅推介方式，在短剧
时代同样适用，甚至更加灵活高效，
便于快速复制与精准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影视+文旅”融
合并非天然成功，需要创意、策略与
执行的系统协同。首先，内容为王
永不过时。剧作能否引发共鸣，关
键还在于故事是否好、人物是否立、

情感是否真。要避免“景点堆叠式”
拍摄和“为宣传而拍剧”的流于形
式，真正实现内容与文旅资源的深
度嫁接。其次，机制配套要到位。
从投资支持到版权保护，从取景协
调到产品联动，要推动“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平台运营”形成合力，构
建产业闭环，让短剧拍得下、播得
出、转得成。

同时，要善用平台力量，将文旅
短剧与地方文创、直播带货、景区
营销等新业态紧密结合，实现线上
流量向线下留量的转化。通过剧
中植入打卡路线、延伸文创产品、
推出主题旅游线路等方式，把短剧
观众变为真实游客，把荧屏故事转
化为现实体验，形成完整的文化消
费链条。

影视是时代的眼睛，文旅是文
化的落脚。当历史走进镜头，当风
景融入叙事，微短剧以其轻盈而深
刻的姿态，正在为地方文化“插上翅
膀”、为文旅推介“打开大门”。从这
一扇门走出的是地方文旅的新机
遇，从这一扇门走进的是广大观众
对文化中国的又一次深情相遇。

微短剧打开文旅推介新大门
孙维国

日前，“2025非遗视频创作大
会”在江西婺源举行，岳西黄大茶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丽君凭借
卓越的技艺和创新理念，成功入选
首批“青年非遗视频创作哺育行动”
名单。（6月18日《安庆晚报》）

“青年非遗视频创作哺育行
动”通过构建“非遗传承人资源池”
与“视频创作人才库”的双轨机制，
既解决了非遗传播力不足的痛点，
也为内容创作注入了文化厚度。刘
丽君作为岳西黄大茶制作技艺传承
人的入选，标志着非遗保护迈入了

“技艺传承+数字传播”的双轨时代。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非遗传

承人“多起来”，非遗传承才能“活起
来”，归根结底，要使政府有形之手、

市场无形之手、传承人勤劳之手协
同发力、精准有力，才能让非遗传承
绽放时代之花。

厚植人才沃土、传承后继有人，
政府职能部门责无旁贷。当下而
言，既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兜底保
障，解决传承人的生存之忧；也要在
平台、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帮助传
承人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还要
在评价、激励等方面创新作为，让他
们享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非遗成为“遗产”的同时，是可以
变为“财产”的。说到底，要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积极
对接传承人技艺和市场需求，用市场
元素、创新基因，进一步激发非遗的
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打

通非遗消费的良性循环，为传承人
“火出圈”“富起来”打开新空间。

让非遗永续留存、泽惠后人，还
得依托于传承人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对广大传承人来讲，一方面要
当好传播大使，广泛开展非遗进校
园、进集市、进社区、进企业活动，积
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丰富多
彩的文化场景和活动形式，讲述好
非遗故事，展示好非遗技艺，不断提
升非遗的能见度，吸引更多的人关
注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遗；另一
方面要架好传递桥梁，既要深化师
徒间“老带新”、家族式“传帮带”、口
传心授，也要推动传统传承方式与
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系统性解决

“人去技亡”“濒临失传”的难题。

非遗传承要“三只手”协同发力
徐剑锋

随着2025年高考落幕，我市
4.7 万余名考生经过激烈角逐
后，迎来了近 3个月的超长假
期。美容美发、健身塑形、改变穿
搭……“变美”成为考后消费关键
词，“美丽经济”持续升温。然而
热潮之下，专业人士也提醒：美丽
升级需兼顾科学理性，避免被消
费主义裹挟。

（6月20日《安庆晚报》）
拼完高考，准大学生们美容美

发、健身塑形、改变穿搭等等“变美”
消费成为热潮，其背后，是成长中不
同消费观和价值观的强烈碰撞，其
中家长们也被“裹挟”其中，亟须理
性审视，别让“变美”成“累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美
是一种天性，高颜值也是一种资
本。利用3个月的超长假期，准大
学生在条件许可范围内，适当改变
一下自己的外貌形象，既是对“爱
美之心”的自我取悦，也是为将来
走进大学校园，走上社会、驰骋职
场所做的容貌投资，本无可厚非。
但凡事皆有“度”，不顾经济条件，
盲目购买高价美容产品；受社交媒
体“颜值至上”观念影响，过度医美
跟风；追求所谓潮流，甚至购买网
红同款服饰、配饰；健身消费不切
实际：冲动办理高价健身卡、上起
私教课……如此“变美”即会成为
被消费主义裹挟的盲目跟风，这场
看似美好的蜕变，很可能沦为沉重
的负担。

美丽可以是青春的点缀，但不
应成为青春的累赘。在这个超长
假期里，准大学生们除了关注外在
形象的提升，不如利用假期充实内
在：读几本好书拓宽视野，学习新技
能培养兴趣，参与社会实践增长阅
历……这些精神层面的滋养，终将
沉淀为独特的气质，让美从内而外
自然生长，真正焕发出持久的光彩。

需要指出的是：准大学生们刚
刚走出校门，社会阅历尚浅，在美
丽经济的消费上往往缺乏理性判
断能力。对此，家长要发挥引导作
用，引导孩子根据实际需求和经济
状况理性消费；学校应利用暑期家
访，帮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美是内
外兼修，避免陷入外貌焦虑；媒体
要大力宣传“扁担女孩”自立自强
典型；市场部门则需规范美丽经济
市场秩序，加强对商家营销行为的
监管，抵制过度制造焦虑的不良风
气……大家一起努力，别让“变美”
成“累赘”。

别让“变美”成“累赘”
艾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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