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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搭台、文化赋能、旅游唱戏”，台山推动融合发展

培育经济新增长极
力促侨乡持续“出圈”
5月30日，一众香港演员来到台山，为电影《大盗演》进行发布宣传；

5月28日，中国女足公益短片《场上见》来到台山台师高级中学取景拍摄，讲述优秀运动员年轻时的校园故

事；

5月25日，由台山市出品的首部原创华侨主题电影《故园飘梦》在香港尖沙咀圆方戏院首映，香港各界人士、

五邑乡亲等欢聚一堂，共同观赏；

“五一”假期，乘着电视剧《狂飙》东风，台山全域接待游客量达62.78万人次，同比增长191.53%，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约4.34亿元，同比增长189.69%；

……

近期，台山影视氛围火热。目前，台山市正多措并举推动影视文化产业持续深入发展，力促影视产业链走多

元化、多品类、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爆款电视剧《狂飙》的
带动下，“五一”假期，台山乡
村旅游景点受到热捧，其中，
端芬镇梅家大院、庙边村，台
城街道桂水村等取景点尤其
受到游客青睐。此外，水步
镇草坪村，海宴镇五丰村，四
九镇瑷露德玛芦荟庄园、海
口埠、浮月村等各具特色的
乡村旅游景点也成为不少游
客的首选休闲地。台山乘胜
追击，各镇街、景区根据自身
文旅特色，举办主题不一、形
式多样的文旅活动26场，让
慕名而来的游客“留下来”，
感受“京海市”的魅力。同
时，台山旅游市场持续“狂
飙”，市内备案民宿入住率接
近100%，精品民宿大受欢
迎。

据统计，“五一”假期，台
山全域接待游客量达62.78
万人次，增长191.53%，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约4.34亿元，
增长189.69%；与2019年可
比口径相比，接待游客量和
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
38.12％和34.24%。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电视剧《狂飙》的带动，《狂
飙》的主要取景地在台山，直
接为台山带来强劲的城市宣
传力。”台山市文广旅体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自1979年以来，在台山取景拍
摄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有60多
部，如大家熟知的《让子弹飞》《一代
宗师》《明月几时有》《除暴》《狂飙》
等。”台山市委宣传部电影股股长黄
娟娟介绍道。

台山拥有“山泉湖海林、湾侨石
岛楼”等特色旅游元素，是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连续10届被评为

“广东省县（市）域旅游综合竞争力十
强县”，跻身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
百强县（市），拥有3个国家4A级旅
游景区、8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3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建有国家级
农业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考古
遗址公园等。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
的历史人文资源以及独特的华侨建
筑，还有大量优质的旅游资源，为影
视制作和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天
然优势。近年来，台山影视资源被不
断挖掘，台山成为众多影视剧的热门
取景地。

今年截至4月底，在台山拍摄取
景的影视剧就有6部，其中，在台山
开机并作为主要取景地的有4部，在
这期间，还有数部广告宣传片在台山
取景拍摄。

今年4月，电影《夏日之恋》在下
川岛开机拍摄，美丽的风景让剧组频
频点赞。“台山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地
方，有独一无二的碉楼群、民国建筑，
这是台山独特的文化和脉理，是吸引
很多剧组来台山取景的原因。我们
在下川岛看完景后发现，这里的环境
十分符合电影整个故事的主题。我
相信今年通过《狂飙》的影响，会有越
来越多剧组到台山来取景。”《夏日之
恋》执行制片人徐显辉表示。

今年3月，由欧豪、李一桐主演
的电影《不可告人》在台山开机拍摄，
电影总制片高铭谦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台山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气息的
城市，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展现台山独
特的人文气息、天然质感。”

“五一”假期，《狂飙》主演李一桐
回到台山重游部分取景点并发了微
博，获得无数网友点赞。“《狂飙》中台
山的取景地，风景特别美！”李一桐
说。

“很开心看到台山进一步与影视
文化产业结合，台山的魅力被更多人
知晓。希望未来台山‘出圈’的不仅
是建筑与城市风貌，还有更多台山人
的故事通过影视作品被大众知晓。
人的故事凝练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
脉，这是地方文化最有魅力的所在。”
央视纪录片《寻找丁龙》导演卜亚琳
浅谈对台山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看

法，她建议影视人物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让台山侨文化矩阵更
加丰满立体，产业链
条更为完整。

“很惊喜，电影拍得非常细腻，
故事很感人。”5月25日，台山首部
原创院线电影、大湾区首部华侨主
题电影《故园飘梦》在香港首映，香
港演艺人协会副会长、著名影星黄
锦燊观影后说道。

当天，香港各界人士以及江门
五邑乡亲、台山社团代表等欢聚一
堂观影，大家纷纷认为，影片反映
了侨乡的民俗风貌与华侨历史，感
受到了浓浓的乡情乡愁。“这是一
部很有艺术高度的电影，通过史诗
般的表达形式，制作上以小见大，
非常触动人心。”香港台山社团总
会主席刘嘉华感叹道。《故园飘梦》
的主要资助人、香港台山社团总会
会长陈荣濂表示，作为华侨子弟，
他对侨乡文化有特别的感情，投资
这部电影是为家乡发展作贡献。

2019年 7月，在台山市委统
战部、台山市文广旅体局、斗山镇、
台山市侨联等部门、镇（街）以及海
内外乡亲的支持下，电影《故园飘
梦》（当时名为《飘》）举行启动仪
式。

去年10月11日，在由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组织的《故园飘梦》专
家观影交流会上，专家们一致认
为，《故园飘梦》是一部有着浓浓家
国情怀和原汁原味岭南风情的电
影，是一部以电影艺术形式书写的
华侨史诗，对传播华侨文化、传承
华侨精神，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力
量具有深刻的意义。

地方民俗文化与华侨历史为
影视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地方特色美食、风物、非遗等
人文元素，也成为影片的硬核内
容，能够展示一个地方的传统魅
力。“以影片为依托、桥梁，展现台
山华侨文化之美。希望通过这部
电影，讲述台山普通华侨家庭百
年兴衰的故事，让老一辈侨乡人
重温当年那段让人感慨万千的漂
泊史，也让年轻的华侨华人了解
老一辈的不容易，珍惜如今的幸
福生活。”《故园飘梦》导演李伟年
如是说。

台山首部原创院线电影在海
内外乡亲的支持下，在香港顺利首
映，这是台山作为华侨之乡的特
色，也是台山内外联动，以粤港澳
大湾区平台凝聚力量共同推动影
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台山市正积极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的优质影视作品取
景拍摄地及后期制作地，以建设华
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为抓手，
打造与港澳影视企业合作交流的
平台，对接服务港澳高度发达的影
视文化产业，促进影视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打造具有全国和全球影响
力的影视侨文化品牌。

台山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
成。如何实现影视文化产业不断进步、持续发
展？目前，台山市正以完善工作机制、部门协调
联动、影视文旅融合发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
多举措，为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搭台铺路。

配套完善工作机制。台山市制定《台山市
扶持影视产业发展若干措施》，鼓励影视企业和
机构落户台山，对符合条件的影视剧本创作、影
视作品播映企业在台山取景拍摄和制作、投资
影视拍摄基地（摄影棚）和影视产业园区等方面
给予支持。出台政策支持影视人才引进，并出
台地方影视文化旅游产业链工作方案，“链长”
由分管市领导担任，相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
通过“影视搭台、文化赋能、旅游唱戏”融合发
展，将影视文化旅游产业链作为新经济增长点
来重点培育推进，进一步推动产业政策扶持落
到实处。通过加大税收减免、加强财政激励、加
快金融创新，重点培育、引进一批影视龙头企业
和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影视
中小微企业，降低企业门槛，拓宽投融资渠道。

部门协调联动。台山市印发《台山市影视
拍摄协调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台山市协
助开展影视拍摄活动工作指引》等文件，成立由
电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和各镇
（街）为成员的影视文化产业协调小组，为前来
台山取景拍摄的影视剧组提供规范化、流程化、
透明化的拍摄备案以及对接协调服务，强化服
务和管理。成立台山市影视文化产业综合服务
平台，引流打造“侨乡影视服务基地”，涵盖行业
资讯、政策解读、知识产权保护、项目对接等板
块，为影视文化产业机构以及来台山市进行影
视投资、拍摄、制作、发行等其他地区的影视企
业提供全程式专业服务，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加
速发展。加强和教育部门合作，引入影视集团
资源，在职业中学开设影视相关课程及培训班，
为台山培育影视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影视文旅融合发展。整合资源，打造品牌，
加大文旅含金量。台山市目前拥有县（区）级以
上非遗项目204个，其中国家级8个、省级29
个、市级92个，有非遗传承人189名。深挖非遗
价值，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宣传水平，让侨都文化“走出去”，保证旅游场景
推陈出新，让游客有新的发现和体验，感受侨都
独有的魅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优秀影
视产能补足链条短板。从影视全产业链出发，
引进国内有实力的影视企业、新媒体传播企业，
建立行业规范指引，明确行业分工，聚焦影视企
业发展和剧组拍摄遇到的痛点、难点，沟通协调
开通绿色通道。推进剧组取景工作规范化，扶
持或引入专业制片服务企业，更好掌握制作前
期动态，将有意向的剧组“留下来”。充分发挥
台山现有影视协会资源和专业优势，做好影视
配套服务。加强影视内容产业与信息服务的互
动支撑，拓展手机、网络、电视、院线等多媒体渠
道传播。

以文明创建为助力。台山市正在积极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发展示范地，并以“五心五建”为抓手，持续深
化“暖心台山”品牌建设，积极开展“书香台山
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深化文明培育，讲好中国
故事、广东故事、侨乡故事，不断提高台山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影视文
化产业在台山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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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不少剧组在台不少剧组在台
山开机拍摄山开机拍摄，，图为电影图为电影《《怒火怒火
1212小时小时》》拍摄现场拍摄现场。。

台山独特的侨台山独特的侨
乡建筑为影视拍摄乡建筑为影视拍摄
带来天然便利带来天然便利。。

55月月2525日日，，台山首部原台山首部原
创院线电影创院线电影、、大湾区首部华大湾区首部华
侨主题电影侨主题电影《《故园飘梦故园飘梦》》在在
香港首映香港首映。。

◀电影《不可告人》在
台山开机拍摄。

▲乘着电视剧
《狂飙》的东风，台山
市大力推动影视文旅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