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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井，这座曾经的煤炭重
镇，如今正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在
影视领域绽放光彩。随着北京
电影学院与石嘴山市政府签订
校地合作协议，石炭井影视发展
迎来新的机遇。

对此，众多专家学者对石炭
井的影视发展寄予厚望，并提出
了宝贵建议。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
长、青年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董
事长曹颋提出，一方面，充分利
用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优势和
资源，持续为石嘴山市的宣传赋
能，努力把石炭井打造成师生实
习实践基地和校友创作拍摄基
地。通过邀请学院的师生校友
走进石嘴山、走进石炭井，激发
更多创作活力和专业视角。同
时，借助学院教学资源，开展影
视人才培养交流，为石炭井乃至
石嘴山市培养本土影视专业人
才；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石炭井
的影视服务功能配套。围绕影
视服务功能配套发力，建立石炭
井影视拍摄资源名录，建设演员
公寓、中央厨房、道具库等设施，
并成立大武口区演员工会。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教师徐梁
在带队参观完石炭井后，对石嘴山市文旅
和石炭井影视小镇的宣传思路提出了新建
议。他认为要深入挖掘石炭井的地方文化
特色，立足当地的人文和历史文化，将独特
属于石炭井的故事进行挖掘和创作。徐梁
表示，还可以通过举办影视文化节、主题
研讨会等活动，吸引更多影视人关注石
炭井的地方文化，激发他们的创作灵
感。同时，本土作家、编剧对这片土地也有
着天然的归属感，应该鼓励他们以石炭井
为背景进行影视创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的影视作品。

“哐当哐当……”乘坐宁夏最高龄“绿
皮小火车”，穿梭于矿山和城市之间，目之
所及，青山环绕。石炭井原八号泉水泥厂
残破震撼的厂区遗址现场，所呈现出来的
精神气质，契合了悬疑、工业、科幻等题材
电影拍摄所需要的故事场景，为电影人提
供了最具真实感最原始的场景。

在石炭井这片充满工矿痕迹的土地
上，电影艺术正成为链接过去与未来的桥
梁。本地留守居民，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
面孔，如今成为镜头前最真实的风景；他们
中的许多人，从提供场地支持到担任群众
演员，甚至参与幕后制作，用自己的汗水浇
灌着石炭井的文化沃土。与此同时，一批
又一批怀揣梦想的外地人士慕名而来，他
们或是才华横溢的导演，或是满怀热情的
制片人，都被这里独特的魅力所吸引。正
是这群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使石炭井随着
影视产业的发展而“花香外溢”。

“小镇也能拍出大电影”

近日，由爱奇艺出品的刑侦悬疑剧《风中的火焰》预告片一经推出，热度居高不下，在视频平台预约
量超过 10 万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作为这部刑侦悬疑剧的主要取景地，西北工业遗址的魅力
和独特的年代感备受剧迷关注。

2017年，随着石嘴山市积极探寻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之路，石炭井凭借独特的自然地貌、丰富且
极具历史价值的工业遗存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迎来新生机。如今，石炭井已成功转型为工业文旅影
视小镇，吸引众多影视剧组纷至沓来。一部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如璀璨星辰般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山
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绿皮小火车》等佳作让石炭井的名字在影视圈中愈发响亮，尤其是去年电影

《万里归途》国庆档创下15.9亿元票房，让更多人认识取景拍摄地——石炭井。
从废弃矿区到影视小镇，不同群体因为电影业在这片热土上相识相聚，共同描绘影视小镇新图景。

62岁的葛义红是大武口区
石炭井街道的老住户。 1960
年，葛义红的父母响应国家号
召来到当时的石炭井矿区，
加入支援宁夏的建设队伍。葛
义红是矿区辉煌繁荣的见证
者，也是见证家乡发生巨变的
守护者。

“我熟悉石炭井的每一寸
土地，我知道哪里的日落最美，
哪个巷口最能体现矿区的灵
魂。”葛义红自豪地说。自从石
炭井吸引来众多影视剧组的目
光，在石炭井土生土长的葛义
红主动请缨，成为连接剧组与
工业遗存之间的桥梁，义务承
担起为剧组寻找最佳拍摄点的
任务。

凭借对小镇的“按图索骥”
能力和热心肠，全国各地来石
炭井置景拍摄的剧组都把她当
作“石炭井活地图”，“有事找葛
姐”也成为剧组的不二选择。
每当剧组遇到工作和生活上的
难题，无论是道具采购还是文
化传承，葛义红总能在第一时
间为其提供帮助。

有一次，《万里归途》剧组
来石炭井勘景，为一场关键戏

份寻找契合度高的背景。工作人员将“视
野开阔、有山有沙漠”等场景需求告诉葛义
红后，她将剧组带到了石炭井的玻璃滩。

“这个场景我们在全国各地找了 3个月，没
想到 20 分钟就被你搞定了。”导演惊喜地
说。葛义红推荐的取景地，不仅解决了剧
组的燃眉之急，更因为画面效果超出预期，
成为影片的亮点之一。

关乎石炭井的大情小事，葛义红几乎
无所不晓。“这些工业遗存，不仅仅是岁月
的痕迹，更是石炭井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
石炭井的艰辛与辉煌。”葛义红的言语中充
满了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爱。她告诉记者，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她努力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让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
石炭井的热情和魅力。

葛义红的努力没有白费。独特的文旅
资源为这座工业小镇开辟了新的发展路
径。随着一部又一部优质影视作品的诞
生，石炭井的名字越来越响亮。每逢节假
日，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拍照、游览，让这里
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几年，石炭井每年接待游客超 16万
人次，影视产业正在成为石炭井化腐朽为
神奇的“笔”，续写着石炭井的传奇和荣
光。“我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看着家
乡一点点变好，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葛义红的笑容如同石炭井的阳光一般明媚。

虽然儿子在成都为葛义红买了房，但
生于斯长于斯的她，深爱脚下这片热土，至
今仍在石炭井跑前跑后忙活着。

曾是工业重镇的石炭井，用好用活工
业遗产资源，挖掘“三线精神”内涵，推动
工业文旅产业“一家牵头百业生”，成为影
视创作的热土。

宁夏中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鹏涛，便是这股新生力量的“破壁
者”之一。

赵鹏涛是陕西西安人，来宁夏工作
20 多年。作为一个对影视有着无限热忱
的追梦者，多年来他饰演的角色不胜枚
举。回想起第一次来到石炭井时的情景，
他告诉记者，当时被这里独有的年代气息
和工业风骨所震惊。“很多导演、主创人
员、美术工作者等，都觉得石炭井特别有
特色，在这里找到了‘触电’的感觉。”赵鹏
涛说。

2018年，看中石炭井丰富影视资源的
赵鹏涛和土生土长的石炭井人房全振一
拍即合，成立宁夏中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主要负责石炭井影视基地拍摄的吃
住行、车辆、道具、群演等工作。“这里独有
的地理环境，加上艺术家们在场景上赋予
的灵感，我们想把石炭井打造成为一个新
生代的现实主义文化旅游影视小镇。”赵
鹏涛如此说着，也为之努力着。

“石炭井，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影
视创作的宝库。”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赵
鹏涛激动地说。为了让石炭井在影视界
更有曝光度，赵鹏涛和同事们利用每一次
推介交流的契机，将当地风土人情、历史
底蕴，如数家珍般介绍给圈内导演和制片
人。从北京的影视论坛到上海的国际电
影节，赵鹏涛的身影忙碌而坚定。

赵鹏涛深知，要让石炭井在影视圈站
稳脚跟，仅靠推介是不够的。为此，他将
中亿影视的服务触角延伸至石炭井的每
一个角落。近年来，赵鹏涛和团队将石炭
井闲置的焦煤公司公寓楼承包下来，经过
重新装修改造，将其打造为有 219间房的
影视公寓。

今年，赵鹏涛所在的团队在石炭井建
立中央厨房，一次可容纳 500 余人用餐。
从剧组的住宿安排，到拍摄场地的协调，
甚至是当地特色美食的推荐，赵鹏涛和他
的团队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不仅要让导演和演员感受到石
炭井的天然魅力，更要让他们在这里找到
家的温暖。”赵鹏涛说，他走访每一处拍摄
地点，确保剧组能够顺利进行拍摄。同
时，还积极推动当地居民参与影视拍摄，

让石炭井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影视故事
的一部分。

“小镇也能拍出大电影，国内也能拍
出国外的场景。我所做的，就是架起一座
桥梁，一端是石炭井，另一端是影视圈。
通过努力，让更多人了解石炭井，爱上石
炭井，让这里成为影视创作的灵感源
泉。”赵鹏涛说，如今来石炭井取景的
剧组越来越多，大家认为这里能营造
出影视剧需要的特殊氛围，特别是短
短 1.5 小时车程就能找到沙漠、戈壁、湖
泊、城市等迥异的地貌和场景，石炭井可
谓很“全面”。

斑驳褪色的青砖瓦墙、门窗怀旧的工
业厂房、主题鲜明的时代标语……这些一
度被闲置的工业遗存，如今“活”了起来，
成为拍摄影视剧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2023 年，石炭井影视小镇成功吸引
《大风吹》《风中的火焰》《你的谎言也动
听》等多部由著名电影人监制或执导的影
视剧前来置景拍摄。今年，沈腾主演的院
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肖央主演的院线
电影《用武之地》等影片也在此置景拍摄。

6年多来，以煤兴业、以文化人的石炭
井，凭借影视产业带动就业3万余人次。

走进石炭井，独特的西北风貌宛如一
幅雄浑壮阔、波澜起伏的巨幅画卷徐徐铺
展。连绵起伏的山峦，犹如大地坚实的脊
梁，默默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巨变；富有年
代感的建筑，恰似忠诚的时光守护者，静
静伫立，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过往。

“在前期勘景的过程中，团队几乎跑
遍了新疆、甘肃等地的影视拍摄基地，始
终没有找到心中的理想之地。而当踏入
石炭井的那一刻，团队所有人都被深深吸
引了。”《大风吹》制片主任石正伟说，这里
的景致与影片剧情和风格高度契合，为
《大风吹》营造出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奇
妙氛围，每一处角落、每一块砖石都仿佛
在与故事对话，给予创作团队无尽的创作

灵感。
“这里虽人去房空，但遗留的历史痕

迹格外明显，矿山和老建筑完美契合电影
场景，独有的工业遗产所呈现的精神气
质与电影表达的内容不谋而合。”《天逆
骑士·变体》制片人郅东辉为这片独特景
致所折服。他说，触摸着这里饱经风霜的
墙壁，仿佛能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脉搏，
感受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石炭井的地貌有着西北边境的粗犷
豪迈，居住点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原始风
貌，非常符合外景拍摄要求，每一个场景
都像是为电影量身打造，让人仿佛穿越时
空。”《突击》现场导演郑全斌对石炭井工
业文旅小镇的魅力赞不绝口。

石炭井之所以能征服众多导演和制
片人，是因为这里保存着“全国少有，宁
夏唯一”的完整工矿行政区遗址，是拍
摄各类影视剧的“富矿”，充满时代感的
厂房、高耸的烟囱、时代特有的绿皮火
车，以及大西北独有的苍茫辽阔，深受
现实主义、军旅、怀旧、科幻等题材的青
睐，加之附近自然景观丰富，既有沙漠戈
壁、又有绿洲湖泊，能在短时间内取到多
种场景。

近年来，石炭井积极推进工业文旅
影视小镇建设，大武口区也主动推介石炭
井影视拍摄资源并提供“保姆式”服务。
《山海情》《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
等40余部影视作品先后在此取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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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石炭井工矿老街区俯瞰石炭井工矿老街区。。

葛义红回忆旧时光。

漫步石炭井老街区，穿越感十足。

“这里是影视剧的富矿”名
片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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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外的石炭井银幕外的石炭井
——工矿小镇因电影重焕活力工矿小镇因电影重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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