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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毕业生就业质量是检验学院人才培养工作成效的重要标

准。”该院副院长陈刚表示，近年来，学院紧贴六安市主导产业
发展需求，优化教学专业设置，并通过订单班、定向班等模式，
深入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学子与企业的“双向奔
赴”。“我们不培养‘眼高手低’的毕业生。”陈刚还告诉记者，在
育人过程中，学院还格外注重弘扬工匠精神，激励引导学生走
技能成才道路。“我们希望学生们带着扎实技术和清晰定位走
进职场。”

一组数据印证着该院的育人成效。据了解，近年来，六安技
师学院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达到98%，本地就业率保持在70%以
上，其中，机电、数控类专业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超过80%。“随着
产业升级的不断加速，技能技术型人才愈发稀缺，相信技校毕
业生一样拥有精彩的职业未来。”陈刚的话语中透着满满的自
信。

一场“供不应求”的校园双选会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全国
工商联等部门联合印发《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关于开展退
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开展2025年退役军人
就业服务专项行动。

按照《通知》安排，本次专项行动以“戎耀新程 就业护航”
为主题，于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开展，包括就业跟踪、稳岗扩
容、就业攻坚、国有企业专项招聘、民营企业招聘、“人工智能+
就业”等6项服务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税务等部门建立数据比对、定期更新机制，动态掌握退役军
人就业情况。要结合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时机，深入招用退役军
人的各类用人单位，广泛宣传退役军人优秀品质，精准推送各
类扶持退役军人就业普惠及专属政策，扩大岗位供给。

《通知》提出，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密集开展各
项招聘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要会同国资委
开展国有企业专项招聘，联合相关部门在交通运输、国防动员、
应急救援、基层医疗卫生、村(社区)基层“两委”等领域开展专
项招录培养。各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举办的退役军人招聘服务
活动，可根据服务人数、成效和成本等，按规定通过就业创业服
务补助给予一定的支持。要结合人工智能发展新形势，针对性
开展技能培训，引导退役军人在算法设计、数据处理、工程应用
等领域就业。

据悉，退役军人事务部已连续3年开展就业服务专项行动。
今年的专项行动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提高就业服务精细化
信息化水平，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就业平台，不断完善退役
军人就业支持体系，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部署开展

2025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近日发布

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
示，截至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
6 . 62亿，半年增长率高达14 . 8%；仅半年时
间，微短剧独立应用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从
90分钟涨到101分钟，已追平即时通讯。

在这场由移动互联网催生的视听艺术
变革中，以内容简、时长短为主要特征的微
短剧日渐崛起，同时也面临质量参差不齐、
位列行业“鄙视链”底端的困境。近两年来出
现的一批优秀作品持续引发业内关注：如何
突破“爽感至上”的创作逻辑，引领微短剧行
业不断探索精品化路径？

从“悬浮”落回“现实”

老奶奶变身豪门当家人，把孙子介绍给
帮助她的普通女孩；古代贵女被丈夫嫌弃，
转身却和皇帝谈上恋爱；“霸总”偶遇女孩一
见倾心，替她打脸“奇葩”亲戚……在短视频
平台主导的微短剧市场中，大部分作品呈现
出“爽感至上”的悬浮化倾向。

“这些由影像编织的‘白日梦’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心理慰藉和情绪舒缓的作用，但
往往难以为观众提供有价值、持久的情感思
考及与现实生活的有效连接。”中国传媒大
学研究员张国涛说，改变悬浮化倾向，观照
现实，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有助于引领
微短剧向着精品化方向发展。

在主管部门推动下，越来越多微短剧呈
现出现实主义倾向：《大妈的世界》将镜头对
准中老年女性群体，用讽刺幽默的手法展现
日渐被忽视的人生景色；《牌局》通过罗生门
式的推理故事，探讨校园霸凌、原生家庭等
社会议题；《秋天日记》聚焦女性和家庭议
题，展现生活中多样的情感关系和人生智
慧……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微短剧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形式，同样承担
着以艺养心、以文铸魂的功能，同样要遵循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原则。

扎根宁波三个月，深入了解当地历史、
文化、经济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创作的《宁波
144小时》展现宁波从传统渔村到现代化港
口的发展历程；深入湖南益阳清溪村，创作
的《有种味道叫清溪》在美食和美景中展现
乡村魅力；逛遍成都，挖掘真人真事，构建真
实生活场景和细节，创作的《家里家外》激活
地域文化和情感记忆……

“微短剧创作者应将镜头埋进生活的褶
皱里，找准社会痛点，捕捉真实生活本身的
戏剧张力，把时代情绪转化为有温度的影
像，只有真问题真思考才能引发真共鸣真感
动。”爱奇艺执行总编辑王亮说。

向千行百业要题材

刚刚启动的微短剧《延乔兄弟》以20世
纪20年代为背景，展现了以陈延年、陈乔年
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钢铁意
志、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缺乏革命历史题材精品微短剧是急需
解决的问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
员、《延乔兄弟》编剧龙平平说，“革命历史题
材微短剧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是用艺术
的方法来展现历史，揭示历史规律。”

当前，平台主导的大部分微短剧集中在
“下沉市场”青睐的复仇、赘婿、逆袭、豪门等
“爽感”题材，极大制约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
路径。

“微短剧创作应该勇敢跳出舒适圈，视
野更加开阔。”王亮说，“题材蓝海永远藏在
未被讲述的真实里。”

传统文化也是微短剧题材创新的重要
突破口。《一梦枕星河》以苏州的发展变迁为
背景，融入苏绣、宋锦、缂丝、评弹、昆曲等非
遗；《逃出大英博物馆》采用文物拟人化手
法，讲述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身可爱女孩
与海外工作的中国媒体人携手踏上归家之
旅的故事。

去年以来，在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创作计划推动下，一批微短剧带动了
取景地的旅游热：《恋恋小食光》中观众随美
食主播一起踏上寻访陕西美食之旅，《孤单
旅行团》赋予了桂林自然美景治愈心灵的力
量，《回到崇礼》激发观众去崇礼滑雪的热
情……

今年初，广电总局宣布实施“微短剧+”
行动计划，除去年已启动的“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微短剧里看品
牌”外，又增加“跟着微短剧学经典”“跟着微
短剧来科普”“微短剧里看非遗”等创作计
划，将微短剧与其他领域或行业相结合，带
动微短剧内容提质升级并赋能千行百业。

把握“加速”“竖屏”“AI”美学

契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文化语境
和“短”时长概念，“加速美学”“竖屏美学”

“AI美学”等日益成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的
关键词。

———“加速美学”讲究快节奏、高密度的
叙事方法。

“现在大家习惯在一倍的时间里干两倍
甚至三倍的事，铺垫过长的剧难以吸引受
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冷凇说，紧凑快
速的审美体验给微短剧创作带来的既是挑
战又是机遇。

《超越吧！阿娟》讲述小镇青年来到大城

市开设舞狮馆的经历，将小人物成长与非遗
传承相结合。该剧每集时长5分钟左右，以情
节密度高、叙事节奏快成为实践“加速美学”
的典型案例。

“一般的微短剧是把故事情节打成极限
的压缩包，优质的微短剧是把故事情节极度
浓缩后，在主题内涵层面再解压缩，在价值
立意层面扩容和晕染开。”中国电视艺术交
流协会影视艺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周蓉
说。

———“竖屏美学”探索适应手机竖屏的
镜头语言。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建议，微短剧创作要找到传播载体特
性，即探索什么内容最适合手机表达，什么
样的艺术方式和美学呈现是手机独有的。

“和观看电影电视剧的横画幅不同，大
部分用户观看微短剧是通过手机竖屏，‘竖
屏美学’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家
里家外》导演杨科南发现，竖屏呈现人物状
态和情绪最有优势，但融合人物和场景叙事
比较生涩，可以借鉴竖版电影海报研究一套
与手机竖屏相适应的镜头语言。

———“AI美学”强调技术应用与艺术表

达的恰当融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副

召集人许文广认为，人工智能为微短剧创作
带来海量的创意和丰富的想象力，能突破人
类艺术创作的想象局限，将传统的形象进行
陌生化处理，创造出大量视觉奇观。

《中国神话》以美术、分镜、视频、配音、
配乐等全流程人工智能技术，拓展人们对神
话的常规想象，展现民族精神的时代回响；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应用大模型、扩散模
型等10余种人工智能技术，重构4000年前
古蜀文明，让文物“活起来”……

有专家告诫，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甚至
“比创作者更懂创作”，但从根本上来说，微
短剧创作仍离不开人的审美和感性经验，技
术手段尚无法完全决定微短剧作品的质量
高低。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副司长杨铮说，推
动微短剧迈向精品化之路和高质量发展，应
摒弃流量至上思维，深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表达和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
生动讲述，以微而不薄的创作态度实现短而
不浅的艺术追求。(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突破“爽感至上”，微短剧如何探索精品化之路？
白瀛 尹思筠 袁秋岳

4月11日，中国政府向缅甸提供的第六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缅甸
仰光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苗觉梭摄)

中国政府援缅第六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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