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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染坊》声名鹊起

因不通水路而自古商业发达，
周村与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
山、河南的朱仙镇并称闻名全国的

“四大旱码头”。周村“旱码头”1994
年因电影《活着》结缘荧屏，全剧虽
全程在周村拍摄，但因种种原因未
在国内公映，成为一大憾事，但是
从此周村区政府保护古街的意识
和决心越来越清晰和坚定。及至
2003 年，央视推出了陈杰编著的商
战题材旷世之作《大染坊》，一经播
出即轰动全国，此剧虽然没有在周
村拍摄，但剧中数次提到周村，而
且前两集里表现的是周村的事情。

《旱码头》荧屏热播

陈杰让周村知道了荧屏的魅
力，周村人也因此记住了陈杰。也
许是因为周村百年商埠的神秘色
彩，也许是因为天时地利与人和，

有陈杰、张宏森等有识之士的共同
参与，也许是因为周村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2005 年初，一部以周村
百年开埠为历史背景的大作———

《旱码头》在有关领导的策划下酝
酿成熟，力邀陈杰先生再次出手撰
写《旱码头》剧本。基于周村人民的
深情厚谊，2005 年 5 月陈杰推脱掉
其他城市的重金邀请，常驻周村开
始了坚韧卓绝的创作，以生命的绝
唱成就了《旱码头》的成功。

“旱码头”游凸显奇效

电视剧《旱码头》的影响力再
次提升了周村城市形象，提高了周
村古商城景区知名度，周村区抓住
有利时机在省内外媒体进行了广
泛宣传，引发了省内外热游“旱码
头”的高潮，仅“五一”当天的门票
收入就相当于去年“五一”节三天
的收入。

《旱码头》成功播出，取得了口

碑、收视、旅游多赢的大好结果，截
至 5 月 3 日，周村古商城接待游客
1 . 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门票同
比增长 45%。周村以电视剧带动旅
游等相关产业，再上台阶，我们有
理由相信，随着周村古商城进军国
家 5A 景区步伐的迈进，景区规模
将不断扩大，旅游配套设施将不断
提升，未来的“旱码头”必将建设成
为江北最具特色、中国最具代表性
的传统商业文化体验、休闲旅游区
和特色旅游目的地。

(富尔)

《旱码头》带旺旱码头
周村旅游火起来

“周村烧饼！”——— 每天晚上随着一声浓厚的周村话，电视剧《旱码头》的一句开场白将大家喊
到了电视机前。《旱码头》在央视的热播，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随着剧情的深入收视率一路飙
升，各级平媒、广播、网络等媒介相互交融、传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宣传辐射效应，铺天盖地、连篇
累牍的消息，无不向人传递着一个信息：“旱码头”火了，周村旅游火了。【 】

图为电视剧《旱码头》、《大染坊》拍摄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