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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00428-2500-2021-00108

闽广〔2021〕313 号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实施全方位推进
闽派电视剧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旅局（广电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

发展部，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教育电视台，各电视剧制作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的有关部署，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文化强省建

设，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和福建省有关“十四五”发展规划部署要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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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省广播电视局制定了《全方位推进闽派电视剧高质量发展五

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

况抓好贯彻落实。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2021 年 12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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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进闽派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部署，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重要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相统一，实施闽派电视剧精品工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导向。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

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电视剧创作生产传播全过

程，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确保

电视剧领域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人民至上。聚焦新时代史诗般的伟大实践，聚焦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聚焦敢拼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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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海纳百川、多元共生的八闽文化，聚焦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

抒怀。

——坚持创新创优。遵循电视剧艺术规律，完善激励约束机

制，营造有利于闽派电视剧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激发电视剧

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和创新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系统思维。找准电视剧服务并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着

力点，统筹抓好电视剧创作生产各环节，建立健全全流程质量管

理机制，推动闽派电视剧提质增效。强化电视剧工作各层级、各

主体职能定位，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凝聚闽派

电视剧登“高原”攀“高峰”的强大合力。

（三）主要目标

——闽派特色更加鲜明。巩固拓展电视剧创作生产的“福建

经验”，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

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加强展现新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成就的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到 2025 年力争推出 25 部融入福建元素、

讲好福建故事、诠释福建精神的闽派电视剧作品。

——精品创作更高质量。电视剧质量稳步提升，努力“出好

剧、出好片”，每年至少 1 部电视剧入选国家相关重点选题、项

目片单等，到 2025 年力争有 10 部以上在全国有较高影响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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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业界充分肯定、取得较好社会美誉度的闽派电视剧精品。

——产业集聚更为凸显。推动厦门、平潭、泰宁等影视基地

联动发展，辐射带动一批特色鲜明影视拍摄景地，影视产业链进

一步健全。电视剧创作生产主体进一步集聚，涌现一批活力企业，

力争到 2025 年全省电视剧骨干制作企业达 15 家。

——管理服务更有效率。广电行政部门电视剧全流程管理服

务措施不断优化，各地影视拍摄服务机构服务效能进一步提高，

“拍在福建”的政策、资源和服务成为行业亮点，力争到 2025

年至少 100 部电视剧在福建取景拍摄，推动福建成为全国电视剧

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重点任务

（一）重点选题引领计划

1.突出主题创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宣传任务、

重大宣传节点等，结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宣传教育，围绕“理想照耀中国”“我们的新时代”等主

题电视剧创作展播活动部署，加强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

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聚焦中国故事福建篇章、中国之治福建实践，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引领全省电视剧繁荣发展。

2.突出福建特色。深入实施福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等，聚焦红色文化、海丝文化、朱子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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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文化、闽都文化等八闽文化，重点推进新思想在福建的孕育

与实践、“福”文化、红色革命、绿色生态、蓝色海洋、改革开

放、华侨华人、闽台融合发展等题材电视剧创作，用心用情用功

抒写福建故事，进一步扩大闽派电视剧影响力。

3.突出动态管理。采用“纵横坐标法”找准选题，超前谋划、

主动出题，远近结合、整体布局，研究发布闽派重点电视剧选题

规划，充分调动电视剧制作机构积极性，协调各地优势资源支持

创作生产，构建有序衔接、滚动实施、压茬推进的电视剧创作生

产格局。

（二）闽派剧本孵化计划

4.深入一线采风。加强与电视剧有关行业协会组织的沟通协

调，组织国内知名电视剧制片人、导演、编剧等，到福建开展“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活动，推进福建故事系列采风调研，着

力从各行各业到各家各人中凝练主题、汲取素材，多视角多层次、

多领域多维度记录、书写、讴歌新发展阶段新福建建设的显著成

效。

5.挖掘福建故事。加强与地方、省直有关部门沟通协作，广

泛征集福建故事。组织电视剧制作机构与福建作家群体对接衔

接，推动具有福建地域特色文学作品的剧本化改编。进一步完善

“故事→剧本→电视剧”项目孵化生产机制，实现更多剧本项目

孵化投拍成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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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升剧本质量。运用电视剧项目座谈会、大纲研讨会、剧

本论证会等，积极听取业界专家、播出平台和故事发生地党委政

府等对闽派电视剧剧本的意见建议，有力有效地引导创作、提高

质量、推出精品。

（三）创作力量培育计划

7.做强创作主体。支持各地探索构建促进电视剧产业健康发

展的金融政策、财政扶持政策、拍摄服务政策等，支持福建电影

制片厂、厦门文广影音公司、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等国有影视企业做强电视剧主业，吸引全国电视剧头部制作机构

落户福建，形成闽派电视剧创作生产的集群力量。

8.做大人才洼地。在电视剧策划创意、剧本研发、制作经营、

宣传发行等方面引进和培养一批领军人才、青年人才，积极择优

推荐纳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和青年创新人才等，壮大

福建影视人才库。支持省内高校成立影视相关学院及学研机构，

培育电视剧领域专业人才。汇聚全国优质人才资源，探索打造百

名行业人才组成的闽派电视剧发展智库。

9.做活培养机制。积极推荐福建电视剧制作机构负责人参加

全国行业培训。办好全省电视剧创作系列培训班，探索与国家级

行业协会联合办班机制，提升全省电视剧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

支持省内高校、各级广电行政部门和电视剧制作机构开展各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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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作，鼓励厦门、平潭等影视基地建立电视剧创投资金，促进

产学对接，为精品创作提供人才支撑。

（四）流程管理提升行动

10.加强内容管理。加强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境

外影视剧管理等，严格实施电视剧开拍前相关告知承诺制度。加

强“注水剧”管控，提倡不超过 40 集、鼓励 30 集以内的短剧创

作。积极吸纳各领域专家学者、业内人才充实到省局电视剧审查

委员会，加强内容审查力量。用好广电总局《电视剧工作通报》，

及时修订电视剧内容审查要点，加大学习培训力度，提高审查能

力和水平。落实制作机构总编审制度，加强特定画面和声音等审

核管理，确保电视剧内容细节把关到位。

11.提升服务效能。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最多跑一

趟”“一趟不用跑”，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为电视剧管理服务

对象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审批、

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时限均压缩

至 6 个工作日；电视剧完成片首轮审查时间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

二轮及以上审查时间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加强与相关职能单位

沟通对接，完善特殊题材电视剧协审机制，提高协审效率。

12.加强综合治理。认真落实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开

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要求，依法依规配合开展“阴阳

合同”“偷税漏税”“天价片酬”“收视造假”等专项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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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维护全省电视剧良好发展环境。倡导电视剧剧组设立临时党

支部，推动党建工作与摄制工作深度融合，以清朗行风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13.加强资料保护。建设福建省电视剧历史资料库，对福建

拍摄的电视剧历史资料应征尽征、完整入库。组织对福建电视剧

历史资料进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认真总结福建电视剧创作生产

工作经验。加强对电视剧完成片历史资料数据的数字转化、高清

修复、公益展播等，实现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发并举。

（五）精品工程扶持行动

14.加大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相关扶

持资金和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等对闽派电视剧项目的倾斜

支持。完善福建省电视剧创作生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电

视剧的采风活动、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专题研讨、宣传推广等

全流程扶持。鼓励厦门等有条件的地方组建电视剧项目投资基金

等，支持地方出台和完善电视剧创作生产扶持政策，上下共同加

强闽派电视剧创作生产的扶持、支持力度。

15.完善绩效管理。发挥扶持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事

前、事中、事后绩效评估，加强对闽派重点选题规划项目的备案

公示、采风采访、大纲审读、剧本创作、拍摄制作等跟踪服务、

重点指导，及时协调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支持受扶持电视剧项

目参评行业推优、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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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改进评价工作。坚持电视剧文艺评论正确方向，结合重

点电视剧首播、热播、收官等节点，组织评论专家在“报台网微

端”全媒体矩阵开展多形式研评活动。落实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

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等电视剧的奖励政策，提升评奖

工作在树立行业标杆、引领创作方向、激励行业热情的积极作用。

17.强化播出调控。加强与央视、地方卫视和爱奇艺、优酷、

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视频平台的电视剧制播联动，支持开展新

剧发布、重点宣传等活动，积极推荐闽派电视剧进入好平台、好

时段，取得好效益。推广电视剧《山海情》等制播经验，配套播

出同题材其它电视文艺作品，形成多重叠加的宣传效应。积极组

织参与“视听中国”播映工程等，推动闽派电视剧“走出去”。

（六）“拍在福建”推广行动

18.加强基地建设。发挥厦门、平潭、泰宁“2+1”影视基地

的骨干支撑作用，辐射带动漳州、泉州、三明、南平、龙岩、宁

德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电视剧拍摄外景地。支持漳州、龙岩等立足

区域特色和区位优势，谋划建设“影视+文旅”的有关特殊题材

影视拍摄基地，实现差异化发展。

19.完善拍摄服务。指导各地建立影视拍摄服务机构，提升

服务质量，实行“一窗对外、一条龙服务”的电视剧拍摄服务体

系。梳理和挖掘电视剧取景地、拍摄地资源，及时更新福建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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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剧拍摄云勘景平台，让制作机构足不出户即可实现 720 度初步

选景、勘景。定期发布《拍在福建——福建省电视剧拍摄服务指

南》，推介电视剧产业政策、外景地拍摄资源、协拍服务机构信

息等，积极为电视剧制作机构提供便利。

20.打造品牌活动。以中国电视剧大会长期落户福建为契机，

积极推动活动专业化建设和品牌化发展，努力打造成为全国具有

电视剧行业风向标的重要综合性活动。鼓励各地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邀请有关专业协会、重要媒体联合举办丰富多彩的电视剧专

业门类活动，努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活动。积极承接全国电视

剧行业各类活动，拓展闽派电视剧传播格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国家广电总局、

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省广播电视局负责电视剧管理的统筹规划和

具体实施。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要把电视剧创作生产摆到

重要日程，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健全完善上下联动工作机

制，密切联系、引导团结各级各类电视剧制作、播出平台，挖掘

推荐福建故事，广泛凝聚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共识。

（二）强化措施保障。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向

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沟通，主动对接当地发改、财政、税务等部门，

结合实际出台支持电视剧创作生产的相关政策举措，积极联合各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动闽派电视剧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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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开展电视剧采风活动，培养电视剧创作生产力量，为电视

剧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三）强化督促落实。加强对闽派重点电视剧项目的剧本创

作、拍摄制作、宣传播出的跟踪指导，建立重点项目服务清单和

跟踪台账，把握项目序时进度，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督促项目高

质量完成。各地要成立重点电视剧项目工作专班，做到一剧一策，

坚持深度参与、精细指导和高效保障相结合，为项目顺利推进保

驾护航。

附件：2021-2025 年闽派重点电视剧选题规划（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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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闽派重点电视剧选题规划
（第一批）

一、新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题材
1.电视剧《连家船民的美好生活》

选送单位：宁德市禾俊缘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电视剧《大金湖》

选送单位：福建汉唐韵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电视剧《沸腾生活》

选送单位：福建沙县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4.电视剧《我是 110》

选送单位：厦门天马映像影业有限公司

5.电视剧《大地之歌》

选送单位：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

二、革命历史题材
6.电视剧《生死考验》

选送单位：福建客家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7.电视剧《浴血荣光》

选送单位：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8.电视剧《北上！北上！》

选送单位：厦门昊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14 —

9.电视剧《激战苍穹》

选送单位：厦门万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0.电视剧《坚不可摧》

选送单位：福建海域影业有限公司

三、华侨华人题材
11.电视剧《向海而生》（《向大海》三部曲之一）

选送单位：泉州市正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两岸融合发展题材
12.电视剧《刺桐花开》

选送单位：泉州美美与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改革开放题材
13.电视剧《鹭岛春潮》

选送单位：厦门水木川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4.电视剧《海边春秋》

选送单位：平潭海映天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5.电视剧《工厂爱情》

选送单位：漳州高新区大游记影业有限公司

六、乡村振兴题材
16.电视剧《石榴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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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送单位：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

17.电视剧《海岸好晴天》

选送单位：福州凡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18.电视剧《瓷爱》

选送单位：华语影视文化传播（福建平潭）有限公司

七、政法题材
19.电视剧《荣耀》

选送单位：平潭航美互娱传媒有限公司

20.电视剧《岁月静好》

选送单位：七槿（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1.电视剧《天网行动》

选送单位：画视界（厦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2.电视剧《云上之刃》

选送单位：厦门三维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3.电视剧《无人目击》

选送单位：厦门市众星拱月影视有限公司

八、行业题材
24.电视剧《淬火玫瑰》

选送单位：晋江市星势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5.电视剧《逆流守护》

选送单位：厦门云尚汇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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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都市题材
26.电视剧《少年派（第二季）》

选送单位：厦门雷海观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7.电视剧《暖阳之下小夫妻》

选送单位：厦门坤势影业有限公司

28.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

选送单位：华策（厦门）影视有限公司

29.电视剧《女士的品格》

选送单位：厦门天浩丽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0.电视剧《归路》

选送单位：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抄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各设区市党委宣传部。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