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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盐 山 一 群 身 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走进盐山
县韩集镇薛堂村“百果园”
现代农业种植基地智能温
室大棚，化身“小蜜蜂”，为
一朵朵竞相绽放的桃花人

工授粉（上图）。
在 果 农 的 指 导 下 ，志

愿者用鸡毛掸子先在花蕊
上取粉后再“传”到其他桃
树的花朵上，在轻轻地摩
擦和滚动中完成授粉。志

愿者忙碌的身影像勤劳的
小蜜蜂一样，穿梭在桃树
中。

近 几 年 ，薛 堂 村 先 后
流 转 500 亩 土 地 ，种 植 枣
树、苹果树、桃树等，大力
推动果树产业发展，建起

“百果园”，建设冷棚、温室
大棚等，发展生态旅游，促
进农民增收。鲜桃产业成
为薛堂村的主导产业。

在薛堂村“百果园”，
16 个 温 室 大 棚 里 栽 植 了

“中油二号”“中油蟠 3 号”
等品种的桃树。“大棚里的
桃树开花后，需要及时进
行疏花、授粉工作。志愿者
的到来，给我们帮了很大
忙。”果农薛云说。

桃园里的“小蜜蜂”
崔春梅 王洪胜 摄影报道

剧情极致反转，每集播放量动辄 100多万的“微短剧”正席卷全网。
且看沧州网络技术员石磊如何——

“埋钩子”
本报记者 吕依霖 摄影报道

石磊在创作微短剧剧本石磊在创作微短剧剧本

“场景一：山里小河边，白
天，室外。人物：李逸，苏诗晴。场
景描述：山林中树木环绕，郁郁
葱葱……”

昨天晚上 7点左右，吃过晚
饭，石磊又坐在电脑屏幕前，开
始创作微短剧剧本，构建他脑海
中的世界。

网络技术员的第
二重身份

石磊家住新华区，今年 39
岁，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白天，他是一名网络技术员。下
班回到家，他便成了一位天马
行空的微短剧剧本创作者。

身为理科生的石磊是一名
文学爱好者。六七年前，他开始
创作网络小说，在网站连载自己
的作品。到现在，他创作的两部
小说均已完结。其中一部盗墓题
材的作品凭借精彩剧情被腾讯
视频购买，改编成了同名的网络
大电影。

石磊说，上大学的时候，他
天天泡在图书馆，还曾试着写故
事。毕业后，石磊成为一名网络
技术员。业余时间比较充裕的
他，又重新写起故事，并一发不
可收。

那个大量阅读的学生时代，
就是石磊现在的“创作灵感库”。
为了让灵感充盈，石磊至今仍然
保持着阅读习惯，还经常与身边
人聊天，听一听对方的故事，保
证“库存”充足。

几个月前，朋友看中了石磊
写网文的经历，让他为自己的影
视制作公司创作一部现代题材
的微短剧。“在微短剧的圈子中，
有不少网文作者转行成微短剧
创作者，很多微短剧作品都是改
编于网络作品，这种跨界合作很

常见。”石磊说。

不断往故事里
“埋钩子”

微短剧，顾名思义，即微小
的剧集，一集大约两到三分钟，
一般采用竖屏的播放模式，题材
大多为悬疑、玄幻、言情等。

“制作公司会为这部微短剧
定调，帮你规定好是现代题材还
是古装玄幻，同时限定创作集
数，并且要求创作者提交故事大
纲和人物小传。”石磊告诉记者。

接下来就像电视剧剧本的
创作一样，石磊要把故事合理地
分配到每一集中，再写出每集的
分镜头。由于微短剧时长较短，
分镜头很少，一般只有 3个至 5
个。最快的时候，石磊能在一个
多小时内写完 6集剧本。半个月

之后，他完成了一部 90多集的
微短剧。目前，这部微短剧已经
卖出，正等待影视制作公司拍
摄。

“其实写起来是容易的，就是
前期构思比较费工夫。”石磊说。

“微短剧是有套路的，业内人士把
吸引人一集一集看下去的情节叫
做‘钩子’。要想创作出爆款微短
剧，需要不断往剧本中‘埋钩子’。”
石磊告诉记者，在开始创作之前，
他刷了几十部微短剧，参考了大
量极致反转的情节，比如主角开
始默默无闻，最后伴随着隐藏身
份的揭晓，成为风云人物。这是微
短剧常见的设置“钩子”的方法。

“茂盛大树”和
“光滑木杆”

在石磊看来，网络小说像一

棵枝繁叶茂的树，既有主干，也
要有四处伸展的枝条，这棵树才
能更加茂盛、更加具有生命力。
同理，小说需要拥有一条故事主
线，也必须拥有很多作为伏笔使
用的副线剧情。最重要的是，小
说中人物的形象需要用大量丰
富的细节才能将其真实地展现
出来，比如用童年故事表达主角
性格的形成原因等，让观众感同
身受，主动思考。

而微短剧剧本不一样，它更
像是一根笔直光滑的木杆。为了
制造“短平快”的剧集，创作者需
要将细枝末节全部“削掉”，直接
告诉观众这部剧的故事和主角
的人设如何如何，而不是让观众
在剧情中慢慢体会与思索。这样
一来，会导致故事缺乏一些耐人
寻味的空间。

“改变自己叙述故事的方式
其实是个难点。”石磊在创作微

短剧剧本的过程中，也在有意识
地转变自己的习惯。他希望在讲
好故事的同时，也能达到吸引受
众的目的。

石磊说，现在有些微短剧的
剧情经不起推敲，被称作毫无营
养的“电子榨菜”，很大程度上要
归咎于这些“粗暴直接”的叙述方
式。他认为，微短剧若想走向精品
化，应该向传统的叙述方式借鉴，
做好新形式与好内容的结合。

其实，一些微短剧正在做出
这样的尝试。

石磊在某微短剧 App 刷短
剧寻找创作灵感时，意外发现了
一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现实主义
题材剧集。每集大概 3分钟，一
共 20集。“人物刻画真实，叙述
节奏紧凑，既符合微短剧的特
点，又把故事讲得很丰满，非常
考验编剧的能力。”这部作品让
石磊相信，“短平快”的叙述方
式和精彩剧情是能相互兼容
的。

今年 2月初，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重点推介了 16部精品微短
剧，包括推广家乡非遗美食的

《我的归途有风》，讲述小人物追
梦的《超越吧！阿娟》等。微短剧
用内容证明，它们可以在不受限
于形式的情况下，传递出昂扬向
上的时代精神。不久前，在短视
频平台爆火的短剧《逃出大英博
物馆》，以文物拟人化的视角讲
述了中国文物在外颠沛流离、渴
望回家的故事，也被评为“小短
剧也有大情怀”。

“这些都为我们这些微短剧
编剧增强了信心。微短剧正一步
步脱掉‘电子榨菜’的称呼，精品
剧正在一步步‘出圈’。在未来，
如何把微短剧做到‘微而不弱’，
是内容创作者最应该考虑的问
题，这也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学
习。”石磊说。

本报讯（记者 刘冰祎）3月 5
日，新华区建新街社区的两个小区
里出现了井盖缺失、破损的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处置，联系工人
安装新井盖。

日前，建新街社区的网格员在
辖区巡查时发现，旭日小区内主路
上的一块井盖不翼而飞，给来往行

人带来不便。在东丽花园小区，一
块井盖破损严重，也急需处理。

了解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在
这两处井盖周围放置警示标志，及
时联系维修工人，并在居民微信群
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很快，维修
工人赶来给这两处“张嘴”的井换
上了新井盖。

新华区建新街社区

给“张嘴”井装上井盖

3月5日，新华
区欣怡社区邀请植
物染手工艺人陈丽
教居民学习制作植
物染环保袋，让大
家感受到传统技艺
的魅力。

姚连红 摄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位于清池北大道31号生产资料公司
部分办公楼层出售，欢迎接洽。
联系电话：13831770165 联系人：唐先生

出售部分
办公楼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