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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网络悬疑剧《回来的她们》在泰宁影
视基地举行杀青仪式。该剧由卓立执导，吴谨言、
江疏影、黄觉、涂松岩领衔主演，融合初代网红、阶
层对立、女性伤害、舆论对司法影响等爆点元素，
让大家对其成品内容充满了期待。

这一网络悬疑剧在泰宁影视基地、杉城镇、开
善乡、上青乡、梅口乡等地取景拍摄。凭借独特的
丹霞山水风光、丰富的人文底蕴，以及原生态、高
品质、多元化的影视外景资源，泰宁吸引了众多剧
组和游客前来。

近年来，泰宁县将影视产业作为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制定出台了省内山区县首
个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组建专业化的影
视服务中心，开发影视服务招商云平台，形成了全
链条全流程的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影视和文
旅融合发展，成为推动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增长点。

“天然片场”吸引剧组入驻
百里湖山、宋明古城、千年村落、古朴民俗

……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厚重的历史文化、旖旎
的自然风光、浓浓的烟火气，让泰宁县天然具有影
视创作拍摄的场景资源优势。

泰宁县充分利用优势，将影视产业作为县域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总投资4.3亿元建设
影视文化产业园，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建成全
省首个演播室级别的专业摄影棚，影视招商服务
中心、影视剧场、影视展馆、影视主题酒店等配套
设施相继投用，为影视团队剧本创作、影视拍摄、
后期制作等提供专业化、系统化配套保障，不断提
升影视硬实力。

此外，泰宁县开发全省首个影视公共服务云
平台，组建大金湖影视服务中心，为影视企业提供
注册登记、证照办理、政策兑现等全链条全流程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各项利好政策的同
时，泰宁县全域推进打造影视“天然片场”，完成近
百个外景取景点素材采集，推动形成适应红色、乡
村、年代等题材全域影视拍摄基地。

目前，已入驻影视企业76家，拍摄影视作品37

部，特别是去年，闽剧电影《双蝶扇》《笑傲江湖之
东方不败》等6部影视作品在泰宁县开拍并进行取
景拍摄。《爸爸的谎言》《小宝心从军记》等剧在院
线上映播放，不断提升泰宁县影视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双向奔赴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
泰宁县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历史，深

厚的文化遗产，为旅游而生，也为影视而铺垫。全
县旅游正在进行转型升级，旅游产业与电影产业
融合发展正当时。

开善乡池潭村盘活闲置农房，引进投资6900
万元，以老街古村、田园生态、滨水娱乐、酒店庄园
4个发展主轴串联，建成“80影视文旅小镇”。

整条街遍布着老邮局、老厂房、老街道、老集
市、老式居民楼等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风貌的民
居、特色建筑。11月18日在老邮局大楼，工人们趁
着晴好的天气抓紧时间实施老旧改造，布置年代
感影视取景拍摄地。

近年来，开善乡瞄准自身优势，以打造80影视
小镇为思路，将影视、旅游、农业深度融合，建成以
村落式分布、多业态融合、多主体参与为特色的影
视文旅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国庆期间，由福建光映传媒有限公司、福
建埃克斯数字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秋天影业有限
公司承制，李白天执导的重生题材短剧在池潭村
正式开机。

其间，来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剧组片场成
为了吸引游客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不仅可以
近距离参观影视拍摄现场，还有机会被邀请当群
演参与其中。

截至目前，开善乡池潭村80影视小镇累计接
待影视拍摄、研学、写生各类高校学生超2万人，与
省内外33所高校挂牌联建。同时，招徕影视专业团
队50余个，拍摄影视作品60余部。

发掘人才助力影视发展
11月10日，在泰宁县男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内，负责人张建辉正带领团队成员就即将拍摄的
情景短剧《往年近日》进行细致讨论。从文稿撰写

到深情演绎，再到现场拍摄和后期剪辑，所有的工
作环节都由张建辉和他的同事们亲力亲为，展现
了他们对影视制作的极高热情和专业精神。

据张建辉介绍，《往年近日》只是他们众多作
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团队成员都不是科班出身，但
凭借着对影视行业的热爱，已经成功创作出了包
括《状元花》《醉美泰宁》《知错能改》在内的一批短
视频作品，这些作品以传播社会真善美为主题，受
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谈及团队的成立，张建辉表示，源于2020年的
一次偶然机会。当时，他在禁毒电影《一念殊途》中
担任群演，结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吕秋燕、孙先平
和邹世武。在交谈中，四人发现彼此都对影视行业
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无限的热爱，于是决定携手共
同开创一份属于自己的影视事业。

“泰宁的影视产业发展迅速，为我们提供了许
多现成的拍摄场景和专业指导。”张建辉说，“在这
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抓住机遇，创立自己的传媒
公司。”于是，2023年8月，男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4位创始人也从群演转变为主创人员，
正式踏上了影视发展的道路。

如今，男歌文化传媒已经累计拍摄视频百余
条，其中不乏播放量超百万的爆款作品。在泰宁
县，像张建辉及其团队这样的影视创作者越来越
多。他们都乘着泰宁县影视产业发展的东风，积极
投身于影视创作之中，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美好、宣
传泰宁、传播正能量。

把握新机遇、新发展。随着沪明对口合作、山
海协作的深入开展，泰宁县将借助上海、泉州等地
优质的影视资源和行业经验，充分挖掘当地自然
和人文资源，立足当下与谋划长远相结合，尽快推
动一批有影响力的影视合作项目落地落实。

几年来，泰宁县用好用足省“十四五”规划、省
文旅改革发展规划、国铁对口支援实施方案和《闽
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等各类
政策文件支持，高位推动影视产业攻坚突破。

现在，泰宁县与厦门、平潭并列为福建三大
重点影视基地，被评为“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
地”，实现影视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向优大步迈
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1月11日，走进位于
沙县区东门古街的婚姻登
记服务点，映入眼帘的是
大大的“囍”字，正厅内喜
庆的挂饰和甜蜜的标语充
满了甜蜜氛围，一对对新
人登记完成后移步专门布
置的空间宣读誓词、打卡
拍照。左边的婚书展示馆
内，一张张各个年代的结
婚证展示，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驻足参观，勾起当
初幸福的回忆，处处透露
着幸福喜庆的味道。

“今天这个日子特殊
又好记，我们今天特意请
假来这里领证，古街这里
环境优美，拍照特别漂亮，
我们还特意带了跟拍，领
完证准备顺带拍几张照片
纪念一下。”新婚小夫妻徐
伟波和王雅杭，手牵手来
到沙县区东门古街结婚登
记服务点，为他们的恋爱
长跑画上圆满句号。

“我们为每对领证的
新人，特别准备了一份伴
手礼，礼物虽然不贵重，但
表达了我们的祝福。”沙县
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
黄燕清介绍，沙县区民政
局主动联系区慈善总会创
立了全市首个“家庭爱情
基金”，倡导新人在新婚喜
庆之际自愿向“婚姻爱心
池”捐款，当资金达到1000元时，可提请不超过
80%的捐款资金以新婚夫妻名义开展慈善公益
活动，让爱心见证婚姻。

沙县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东门古街婚姻登
记服务点坐落于东门古街景区，内设婚书展示
馆、结婚打卡区、结婚颁证厅等六大功能区，于
2024年3月正式建成启用。

“在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综合窗口办理
结婚登记，办理各种业务的群众挤在一起，新人
领证的幸福感不强。”黄燕清表示，“在这里增设
结婚登记服务点，新人不仅可以在门前古色古
香的东门古街打卡拍照，还可以在温馨、浪漫的
服务点办证喜结连理，更加便民利民，基本实现
结婚、离婚业务空间相对分离，提高新人领证的
幸福感。”

据统计，服务点已累计为480多对新人办
理了结婚登记，其中外地游客有60多对，跨
省办理结婚10多对，举办集体颁证仪式2场，
集体婚礼1场，获得了广大青年群众的欢迎。

古色古香的东门古街见证了新人们的爱情
与婚姻。不少新人盛装打扮，穿上自己喜欢的服
饰领完结婚证后，就携手漫步在古街上，在一个
个镜头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珍贵影像。

不仅如此，婚姻登记服务点的进驻为东门
古街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婚庆公司、服装定制、
婚纱摄影、鲜花店等关联“甜蜜”产业业态相继
落户古街近20家，各商家推出体验套餐，将婚
姻登记服务与东门古街游、吃、居、观、拍等业态
相融合，努力培育发展“婚登+甜蜜经济”。

“现在年轻人来这条街逛得比较多，新人来
这里办证登记，顺带着就会到我们店里咨询，大
家集聚在一起，无形中也能增加人气和客单量，
一举多得。”入驻古街6个月的小果婚礼负责人
魏秀华说。

目前古街一期商铺开业率已达90%以上，
二期招商工作正稳步推进，已吸引连锁酒店、民
宿等相关业态成功签约，“品小吃、逛古街、领红
本、办喜宴”的甜蜜产业正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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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建省工业厅公布2024年度省级重点
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福建省展化化
工有限公司入选，成为此批次我市唯一入选企业。

能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标准分别从产品能
耗、能源消费、绿色电力、管理体系、制定方案、政
策要求、企业信用七大方面进行考量。展化化工生
产的过硫酸铵、过硫酸钠和过硫酸钾的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分别优于行业标准先进值 10.4%、
16.6%和38.8%。

这家企业是如何做到的？11月18日，记者来
到福建省展化化工有限公司探访。

走进展化化工电解线增产节能技改项目车
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令人耳目一新，工人们
在各自岗位忙碌着。

“我们这个技改项目是上半年完成的，技改后
每年可减少电能消耗450万千瓦时。”展化化工总
经理高龙强说，“这些年公司在研发、技术革新上
投入非常大，已实现技术迭代，实现了全自控自动
化生产。”

福建省展化化工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过硫
酸盐生产企业，其过硫酸钠单品的产能占全国

60%、全球40%。“成立之初，一条生产线的年产能
2500吨，改造后一条生产线的产能提升了30%。”
高龙强介绍说。

市场占有率、产品品质等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如何进一步做好节能提效？

从5人不到的队伍到180多人的团队，展化近
20年的发展壮大，不只是产能的增加，更是对技
术更新的不懈追求。“我们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
用于技改和产品研发。”高龙强说，“公司成功的秘
籍不仅在产能上，更是对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
展化化工持续实施多项节能技术改造，包括锅炉、
冷却设备及冷媒输送绝热、供热管网绝热和反应
工段余热回收等，公司自主研发的槽式电解槽（主
要用能设备）在过硫酸盐行业中属首创，节能水平
领先，优势明显，并于2023年入选为国家级绿色
工厂。

“自身努力，但也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高龙强说，针对公司技改投入大、出口成本
高等难点堵点问题，清流县量身定制“一企一策”
扶持措施。

近些年来，清流县在技改投资补助、外贸出
口、增产增效用电奖励等方面，给予了资金奖
补。同时，指派干部挂职企业党支部书记，负责
为企业申报项目、党建指导等工作，促进党建强
企。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每月不定期深入企业
了解生产经营情况，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厂区老电
影院搬迁、电杆迁移、厂区门口停车场建设等困
难问题。

在清流县，节能降耗、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
还有南方水泥、中欣高宝、东莹化工、雅鑫电子
等企业。

近年来，清流县深入实施省委“三争”行动，扎
实推动“四领一促”工作，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抓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围
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相继出台《清流县建设实力
一流的工业县十条措施》《清流县促进工业高质量
发展九条措施》等惠企政策，鼓励企业实施节能降
碳改造、创建绿色工厂、资源综合利用等绿色化提
升工程。推动实施南方水泥水泥磨及烧成系统节
能改造利用和固体再生燃料替代水泥窑燃煤减碳
项目、中欣高宝无水氟化氢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
改扩建项目煤改气工程、展化化工电解线增产节
能技改、东莹化工AHF三期生产线煤改气、博鑫
光电矿热炉机械配料加料系统及配套技改等项
目，累计节能降耗3万余吨。

目前，全县已相继实施节能改造项目7个，获
评2家省级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全市6家）、1
家省级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全市1家）、1
家国家级绿色园区（全市2家）、3家国家级绿色工
厂、2家省级绿色工厂，为企业争取并配套省市县
3级节能循环经济财政奖励资金1123万元。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特别是清流县良好的投
资环境和化工园区优势，更是我们发展的重要保
障条件。”高龙强对未来充满信心，“唯有继续加大
科技创新，才能实现从并跑到领跑，争当行业发展
的领军者。”

“我们鼓励企业持续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创建
绿色工厂，提升企业能效水平，引导企业做好科
技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
动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清流县工信局局长陈先
根说。

技改赋能 产业焕“新”
●清流记者站 杨 颖 文/图

工人在查看作业运转情况。

服务点举办各类活动，让新人有更加甜蜜的
体验。

影视+文旅，跟跟着剧集去着剧集去““远行远行””
●泰宁记者站 陈 曦 熊明欢 通讯员 黄 辉 文/图

泰宁影视基地

《回来的她们》
剧组在泰宁县城区
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