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欢

“粮油供应站”“北方家电经营部”“红光

百货市场”……走进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颇有年代感的招

牌格外引人注目。小镇里，前来参观打卡的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拍摄电影《万里归

途》的二层小楼前不断有市民合影留念。

“咦？不一样了，完全变了！以前这山里

到处是煤矿，现在那些洗储煤场不见了，工矿

区废弃了，没想到还火成了影视拍摄基地！”

多年没回石炭井的市民刘玉霞在孩子的陪伴

下故地重游，感慨颇多。

“百里矿区”退出历史舞台

石嘴山是国家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布局的

老工业基地，曾产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

一炉钢”“第一度电”。石炭井，“沟产烟煤，质

坚有光，故名为石炭”，素有贺兰山“百里矿

区”之称。1958 年开始，四面八方的建设队

伍在这里开矿采煤、建医院、办学校，石炭井

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矿行政区。

“我 1962 年出生在这里，年轻时在二矿

上工作。”作为土生土长的石炭井人，街道居

民葛义红见证了这里 60 年间的变迁。“最辉

煌时，13 万人在此居住生活，医院、商场、学

校、餐馆、影院一应俱全。夏天的时候街道上

都是人，大人都聚在一起拉家常、吃饭，小孩

在一块躲猫猫、跳皮筋，可热闹了。”葛义红告

诉《工人日报》记者。

往日的热闹情景历历在目，石炭井的命

运却跌宕起伏。进入新世纪，随着煤炭资源

日渐枯竭，煤企关闭退出、人员大量流失。葛

义红回忆说，煤矿关闭后，当地居民陆续搬离

矿区，常住人口从十几万人减少到只剩200多

人，小镇日渐沉寂，“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了”。

同一时期，宁夏打响了贺兰山生态整治

修复保卫战，石炭井采煤沉陷区绿色转型全

面展开。“前些年，我们每年都来给矿工做体

检，用六七根棉签才能擦出肤色、找着血管，

路上的煤灰能没过脚面。现在这里扒掉了那

层煤黑皮，露出了绿水青山。”石嘴山市第二

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姚刚曾是这山里的常

客，如今故地重游，不免感慨。

随着煤炭等传统产业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洗煤厂、运煤铁路线、工矿区等大量工业

遗存被保留下来。“这些工业遗产浓缩了石嘴

山工业文明转型升级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局长马铁军认为，通过发展工业文化旅

游，保护、利用这笔财富，可以激励更多人投

身工业现代化建设。

工业遗迹变身影视小镇

穿行贺兰山间，夕阳下的石炭井街区有

一种复古的美，古朴的街道偶尔传来急促的

自行车铃铛声，一部部年代剧选择在这里取

景拍摄。

“这里保留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的学校、医院、商店、火车站等，这些‘全国少

有，宁夏唯一’的完整工矿行政区遗址，为影

视拍摄提供了最具真实感的场景。”石炭井街

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翟磊告诉记者，活化的

工业遗存成为再塑文旅的富矿，从“煤城”变

“影城”，成为石炭井探索出的发展新路。

如今，葛义红也担当起了带领剧组勘景

的重任。“我从小在石炭井长大，沟沟坎坎我

都知道，只要剧组把他们意向的场景描述出

来，我就知道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景，剧组都笑

称我是他们的编外人员。”从 2017 年开始对

接剧组，葛义红已经成了找景的“专家”。

几年前，《万里归途》剧组前去石炭井勘

景，工作人员将场景需求告诉葛义红后，她便

将剧组带到了石炭井的玻璃滩。“当时导演非

常满意，他们告诉我，这个场景在全国各地找

了 3个月，最后终于在石炭井找到了，非常惊

喜。”葛义红自豪地对记者说。

负责影视外联的90后小伙房全振更是对

石炭井的影视场景资源赞赏不已，“一年四季

过来拍剧的特别多，来过的导演纷纷表示，专

门置景不仅成本高，效果还远不如在石炭井取

景。最关键的是，一个半小时车程就能在石炭

井找到沙漠、戈壁、湖泊、草原、城市等迥异的

地貌和场景。”房全振告诉记者，石炭井有着保

存完整的工业遗迹和通达便捷的区位优势，大

大减少了影视剧组拍摄转场的时间和成本。

工业文化值得记录传承

除了“硬件”的强大磁吸力，独特的工业

文化也是吸引各大剧组到石炭井取景的重要

原因。某影视剧的编剧兼导演曾表示，之所

以选择石炭井作为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之

一，正因为石炭井具有鲜明的工业文化特色，

“石炭井工业遗产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和

电影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十分相像，特别是

这里的矿山和老建筑，让如今的石炭井具备

浓浓的故事性和时代感，这种工业文化值得

记录与传承。”

依托于特色工业文化，近年来，石炭井充

分挖掘积极盘活利用各类工业遗址资源，创

新发展影视拍摄和文旅产业，以打造中国现

实主义题材影视基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石炭

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让废弃矿区变身

影视“梦工厂”。通过不断探索，石炭井已成

为现实主义、军旅、怀旧、科幻、生态等题材影

视剧的绝佳取景地。

影视产业从无到有，曝光率和知名度不

断提升，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名气越

发响亮。记者了解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

小镇以影视拍摄为重点，打造“演员服务中

心+游客服务中心”，及时帮助前来拍摄的剧

组解决困难，以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剧组前来

石炭井取景拍摄。与此同时，石炭井与北京

电影学院合作成立了影视创作实践基地，开

展人才培养和拍摄合作。

“目前，石炭井还在建设影视体验馆，发

展道具租赁，储备群众演员，为影视拍摄提供

上下游配套服务。”翟磊说，如今，石嘴山市盘

活利用焦煤公司闲置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建

设演员公寓、中央厨房，打造道具库两处，累

计为剧组提供群众演员 1.2 万人次。葛义红

告诉记者，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起来后，镇上

很多人有了新工作，有的做起了群演，有的开

起了民宿，不少人享受到了影视文化产业迅

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当下，石炭井正持续吸引着各大剧组、游

客前来体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部

长谢宁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小镇也能拍大

片，影视产业已经成为石炭井化腐朽为神奇

的“笔”，成为新时代老矿区涅槃重生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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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成龙+陈思诚+徐峥+乌尔善，4 大悍将

合砍 10亿元。

这是有关今年暑期档的一个冷笑话，有

种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的荒诞感。四位业

界翘楚，皆有大片角逐暑期档，但结果却如

网友所言，“上映前有多炸裂，上映后就有多

老实”。

陈思诚精心打造的《解密》，徐峥倾情奉

献的《逆行人生》目前票房都是刚刚过 3

亿元。乌尔善执导的新电影《异人之下》直

到上映院线后第 6 天才破亿。由成龙领衔

主演的耗资高达 3.6 亿元的奇幻动作巨制

《传说》，最终累计票房仅为 7990万元，巨额

亏损已成定局。

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影帝朱一龙领衔

的《负负得正》，上映 5 天只有 6200 多万元，

预测最终票房很难突破 1亿元。

按理，今年暑期档宣传力度不小：电影

局首次下场推介电影片单，举办“电影的夏

天”暑期档电影发布会。作为暑期档主角的

电影制片方们共同做大暑期档蛋糕。再加上

电影公司以AI加持电影，用技术撬动视听影

像突破的努力，这个暑期档看起来很美。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今年

的暑期档已经突破了 100亿元，但要想在接

下来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赶上去年暑期档

206.19亿元的总票房，几无任何可能。

今年暑期档为什么这么不能打？

有一种说法是跟巴黎奥运会撞车了。

奥运会的确会抢走暑期档电影的一些

风头，但电影票房接近腰斩这么重的锅，奥

运会可背不动。事实上，巴黎奥运会甚至对

暑期档票房还有所贡献。据灯塔专业版数

据，奥运会影院直播总票房达到 244.2万元。

而从历史经验看，奥运年并不必然对暑

期档票房造成冲击。有数据为证：2012 年

（伦 敦 奥 运 会）暑 期 档 票 房 40.9 亿 元 ，比

2011年有所增长（37.42亿元）；2016年（里约

奥运会）124.1 亿元，和 2015 年 124.5 亿元基

本持平；2021年（东京奥运会）73.81亿元，比

2020年的 36.16亿元有较大增长。

看来，暑期档票房垮塌，根本原因还得

从电影自身去找。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今年的暑期档，能

打的头部电影太少，只靠《抓娃娃》（目前票

房超 30 亿元）和《默杀》（13 亿元）两部电影

苦苦支撑。

再看看 2023 年暑期档票房前 3 名：《孤

注一掷》35.26 亿元，《消失的她》35.23 亿元，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4.81 亿元。三部

电影加起来就接近百亿元，第四名《八角笼

中》也有 22.04 亿元，第五名《长安三万里》

17.99 亿元。头部电影不仅数量多，且题材

多元，最终大胜而归，当在情理之中。

现在回过头来看，2023 年暑期档能够

创造神话，或许要归因于 3年疫情结束后的

报复性消费。今年消费者钱袋收紧，再加上

娱乐选择更加多元，自然对电影的要求更

高，看看网友的评论，就一目了然：“电影质

量太差了，观众进电影院不是做慈善”“剧情

老套，制作粗糙，一点观影的兴趣都没有”

“国产电影就那几张脸，已经看烦了”……

当电影在变，环境在变，消费者在变，著

名导演们却开始有点飘了，放弃自己擅长的

赛道，执着于个人表达，透着一种不食人间

烟火的倔强。电影和观众双方，都更自我，

那就没有磨合，只有摩擦了。

今年暑期档票房坍塌，让人扼腕，但对

行业来说，没准也是好事。既然粉丝电影的

时代已经结束，理性的观众已经回归，那么

就不妨让电影回到创作的原点——只有高

质量的电影作品，才有资格让观众付出昂贵

的票价和时间成本，这应该成为业内常识。

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整合盘活工业遗迹和影视拍摄资源，先

后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我的父

亲焦裕禄》等 40余部影视作品摄制组取

景拍摄，平均年接待游客达 15万人次。

影视产业成石炭井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涅槃重生的“煤”

废弃矿区变身影视“梦工厂”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刘旭）由文化和旅游部、辽宁省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于 8 月 23 日至 9 月 5 日在辽宁省

沈阳市举办。这个夏天，一系列精彩炫酷的大型演艺活动在

沈阳接连上演，将沈阳文旅消费热情推向新高度。

近几年，沈阳着力打造“跟着演艺去旅行”品牌，创新文旅

场景，创意文旅活动，优化文旅服务。打造专业音乐节演出场

地、提升大型演出市场竞争力，争取到不少优质艺术展、音乐

节、演唱会项目落地。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全方位、高规格

的待“且”（东北方言，意为客人）服务，迎来全国各地乐迷、粉

丝们纷纷点赞。

此次杂技展演将集中展示近年我国杂技艺术创作演出的

新成果，其间还将举办一剧一评、主题研讨、下基层演出等一

系列精彩活动。艺术家们可凭借参演证件免费游览沈阳热门

景点。在机场、火车站设立服务驿站，为来沈观演的游客提供

便捷暖心服务。还创新推出“演艺+旅游”套票，让游客们体

验“跟着演艺去旅行”的乐趣。

沈阳整合全市空间资源和各区、县（市）特色资源，充分利

用商业综合体、老旧厂房、文物历史建筑、旅游景区等开展小

剧场建设工作，目前建成 60 个形态各异、特色鲜明、便民利

民、运行有序的小剧场。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剧场正在成为新

的网红打卡地，成为沈城市民和游客的“诗与远方”，成为和城

市书房、博物馆“百馆”相得益彰的重要文化标识。2023 年，

沈阳市出台繁荣演出市场相关政策，发放奖励资金，共举办大

型营业性演出 27场。

“我们一早从盘锦坐高铁到沈阳，专门为了艺术展而来，

结束后去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后买些文创手串。”游客张迪

说。6月 29 日 12 时，位于沈阳 K11 艺术中心的“创世山海经”

大型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外排起了长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早

早等待入场。接连 3 个月的艺术展迎来客流高峰，也带动了

沈阳文旅消费火热。

当下对游人来说，参加艺术展不仅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更为了在现场互动中感受并释放对艺术的热情。为一场演艺

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潮流。

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刘克斌介绍，来沈阳，看杂

技、享文化，享的是古韵今风，沈阳是历史文化名城，有 7200

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可以到沈阳故宫、清昭

陵、清福陵 3 处世界文化遗产观古建之美，到辽宁博物馆、沈

阳博物馆赏精品大展，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援

朝历史陵园缅怀烈士和致敬英雄。还可以到沈阳工业博物

馆、沈飞航空博览园、1905 文创园、红梅文创园、1956 铁锚文

创园看锈色变秀场，感受共和国工业的荣光。

下一步，沈阳将不断推进演出市场发展，加强演出市场服

务保障力度，完善各类扶持政策，提升大型演出市场综合竞争

力，积极引进大型演出项目落地。深度推进演出市场与旅游

市场融合发展，联合文旅企业打造各类“演出+旅游”消费场

景，进一步拉动文旅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艺 评G

论 暑 期 档 的 垮 掉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大型演艺活动点燃
沈阳文旅消费热情

日前，青海玉树，观众在玉树
州博物馆参观。据了解，玉树州
博物馆是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十大
标志性建筑之一，分为序厅、自然
展区、人文展区、临时展厅。博物
馆通过实物标本等方式，展示了
三江源和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
植物以及玉树州的历史、建筑、服
饰、饮食等。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感受江河源头

天津：沉浸式演出点亮雄关夜色
暑期，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黄崖关长城风景区推出“大明

边塞”之夜游黄崖关文旅项目，通过沉浸式演出展示当地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图为8月21日，游客在观看

“大明边塞”之夜游黄崖关系列演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70多年努力！我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
据新华社（新华社记者王鹏 张玉洁）在世界遗产的石窟

寺门类中，我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现有石窟寺近

6000处。国家文物局最新消息，经过 70多年努力，莫高窟、云

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

我国有石窟寺 2155处，摩崖造像 3831处。石窟寺主要集

中分布在陕西、山西和甘肃三省，摩崖造像集中分布在四川

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和山西省。经历千年风雨洗礼，当前，

石窟寺面临着极端天气增多、旅游需求旺盛等诸多挑战。裂

隙渗水、风化残缺、开裂剥落、结构失稳……都是石窟寺可能

遇到的典型“病害”。

8月 19日至 21日，来自 1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齐聚甘肃敦

煌，在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讨论石窟寺的保护和利用。

历经 70余年，中国石窟寺保护从初步的调查阶段到科技

创新的深入应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保护理念。

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

测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

拥有 200多座石窟的甘肃，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

交由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加快破解文物管理、人才、技术方

面的瓶颈问题。

敦煌研究院逐步总结形成了古代壁画彩塑、石窟寺崖体

及土遗址保护加固、石窟监测预警、文物数字化等成套关键技

术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辖的六处石窟寺

的日常保护管理，当地石窟保护研究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看来，石窟寺遗

址是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必须强调石窟寺及其相关遗址的

历史、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保护，让公众感受到石窟寺

的空间魅力，及其所包含的独特美学思想和文化意义。

如今，通过数字化等各种科技手段，更多石窟寺“活”起

来，也诠释着我国对文化和历史的呵护与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