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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共创主流舆论
新格局——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近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中
国传媒大学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承办，
来自高校、媒体的专家和代表围绕媒体融
合发展趋势、视听平台传播特性、融媒创
新典型案例等议题展开探讨。

深度融合
媒体应当做价值媒介

今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
进的第十年。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表
示，面向高质量发展，探索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构筑主流舆论新格局，需要从以下
几个层面进行思考破题：一是要理解和把
握好人与技术的关系，充分认识技术驱动
下的媒体融合，在创造经济新增长点的同
时，也改变着人的消费习惯、文化习惯及
思维方式；二是要建立和强化共同体意
识，要锚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定和增强文化
自信，同时秉持全球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三是要健全完善适应
全媒体传播的人才培养及配套体系，依托
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注重跨学科、跨文
化、跨媒介的能力培养与提升，打造一支
有思想、有知识、有素养、有境界的新型
传媒人才队伍。

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
主任喻国明看来，步入媒体融合下半场，
媒体应当做价值媒介。“对整个传播格局
来进行规则的框定，为弱势者赋能，为强
势者立规，为创新者支持，为整个传播格

局的健康发展形成动态的协调者、运维
者、平衡者这样的角色。”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
敏认为，媒体深度融合不仅需要从技术突
破、内容创新、人才培养等层面进行考
虑，更需要探索媒体生态的平衡与建构，
向着平台化、生态化、人本化、社会化发
展的媒体持续深度融合，建构全面立体的
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多元且日常化地参与
社会现代化治理和文明建设。

深入理解
视听新媒体迈向“可及性”

针对当下视听新媒体的火热，中国传
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中国网络视频研究
中心主任王晓红表示，视听新媒体的“可
见性”极大地激活了社会的创造力，也为

“媒介的融合”及“融合的媒介”提供了
新渠道、新方式。而对于构建深度融合的
新生态来讲，仅有“可见性”是不够的，
应该从“可见性”迈向“可及性”。要实
现信息服务的易得性、便利性以及与服务
需求之间的资源适配性，要在渠道可及、
技术可及、内容可及、资源可及的基础上
实现价值可及。“美好的融合新生态必须
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共同协力，全方
位推进高质量信息服务的‘可及性’，让
主流价值可感、可触、可入人心。”

如何深入理解视听新媒体的“可及
性”，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视
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表示，这包括空
间、渠道及内容三方面，其中可及空间，
解决的是大与小的问题，传播应该是在有
限的空间里先触达先可及，可及之后再
向周边的周边不断延伸；可及渠道，解

决的是快与慢的问题，渠道不是越大越
好，不是级别越高越好，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可及内容，解决的是优与劣
的问题，这就需要内容与用户强关联，
这样才能形成关注，从而有效解决用户
关切的问题。

而针对数字孪生技术在媒体融合领域
中的应用，以及孪生世界和虚拟世界带来
的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晓科建议，可
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处理：一是实现传媒
与公共服务平台共建共享，建设集约化
3D时空数字孪生技术平台；二是基于数
字孪生基础平台管控，实现主流价值观
对孪生媒体的主导；三是赋予融媒孪生
媒介特许经营权，主导构建文化产业新
生态；四是引领孪生媒介文化传媒领域
创新，取得科技创新先行优势；五是处
理好传媒业务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关系，
以及职能边界的相互协调。

深化探索
视频号实践新可能

本次会议发布的《共绘美好视听新生
态：新型视听平台助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研究报告》 指出，视频号作为 2020 年才
进入视听行业的新入局者，涵盖了短视
频、中长视频、直播等多种传播形态，
并带来了与既往弱社交形态所不同的新
特点、新潜力，使得优质内容能够基于

“熟人社交”持续放大，同时具有打通公
私域流量的内在优势，借助“社交+兴
趣”的推荐机制不断“破圈”，为信息服
务的全面可及、全域可及提供了新经
验、新可能。

结合视频号探索实践，与会媒体代表
分享各自经验。

今年年初，央视新闻联合微信发起
“全球日出·追光 2023”视频号直播活
动，通过门票分享、朋友圈晒图、红包预
热等方式，吸引用户踊跃互动。在一系列
绝美日出、地标打卡、暖心故事等内容的
加持下，直播收获了数千万人观看。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合作媒体部
制片人李伟发言说：“只有媒体和平台各
自拿出最优势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才
是媒体高质量发展的开端，才能实现媒体
深层次融合的目标。”

《人民日报》新媒体不止在对重大事
件上的新闻报道和视频内容让读者记忆犹
新，很多小而美的暖心温情故事也经常产
生爆款。对此，人民日报视频号运营负责
人刘杰表示：“细微之处的感动能够获得
大量关注，令人感动的瞬间也能激发用户
的共情。”

以《新京报》的融媒实践探索为例，新
京报社平台运营部总监贾一鸣认为，视频
号“社交+兴趣”的推荐机制，利好媒体优
质内容传播，利于IP化探索和布局。“有些
不错的记者，我们希望他自己能有一个单
独的栏目，未来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于视频号未来的探索，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建议，要开辟不同于
传统电视新闻和当下流行的轻量化短视频
新闻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探索

“重”新闻的表达；要利用直播营造新的
公共空间，通过直播开设更多大众的或小
众的“剧场”，同时通过直播呈现更多的
新闻现场；要把专业含量高的知识生产和
一般的泛知识生产区分开来，激活更多专
家学者的力量。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

新型视听平台助力优质内容“破圈”
□本报记者 李婧璇 见习记者 商小舟

本报讯 （记者尹琨） 施普林格·自
然集团日前宣布旗下期刊已要求作者必须
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 （DAS），图书系列
则首次与期刊实行统一的数据政策。由于
图书在迈向开放科学时与期刊进程有所不
同，图书系列并不强制要求提供数据可用
性声明，但会鼓励作者分享数据和使用存
储库。此举旨在支持在所有科研产出中实
行开放研究，意味着施普林格·自然在开
放科学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数据可用性声明描述了如何访问支撑
论文所报告结果的数据，既包括研究中产
生的原始数据，也包括支撑其结果和分析
的二次数据的再使用。数据可用性声明能

够让潜在读者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访问到
支撑研究结果和分析的数据。

“开放数据是开放研究的一个关键要
素，因为它让其他人能对研究结果可访问、
可使用、可再用，并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有
新的发现，从而提高研究过程的效率，加快
研究和发现的步伐。”施普林格·自然开放
数据方案经理格雷姆·史密斯表示，数据可
用性声明有助于提高研究的透明度及可重
复性，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如何访问到支
撑一篇文章的数据。在适用的情况下，它还
能帮助作者证明已经遵守了科研资助机构
有关数据存档的政策，将研究的所有产出
开放出来，将有助于增进知识、认知和协

作，从而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等。
尽管研究人员支持开放数据共享，但

据施普林格·自然等机构联合发布的
《2022年开放数据状况报告》显示，只有
不到40%的作者会主动分享他们的数据。

“研究人员没有共享数据最常见的原因在
于对如何分享数据缺乏了解，缺乏存储数
据的能力，实际操作流程上有困难，将数
据正确链接回其研究时存在挑战等。”格
雷姆·史密斯表示，为此，采用提供数据
可用性声明这一单一的数据政策，有助于
为作者提供更加清晰和一致的指引，让他
们立刻知道需要提交什么，同时施普林
格·自然还通过数据存储库集成，以及工

作流程中的专家检查来支持作者，让数据
存储变得更容易。

2022年10月，施普林格·自然迎来开
放获取 （OA） 图书出版的里程碑，出版
了第 2000 部开放获取图书，距离出版第
1000 部开放获取图书不到两年时间。格
雷姆·史密斯表示，除了帮助图书作者了
解如何进行开放获取出版和开放获取的优
势之外，施普林格·自然还通过开放获取
协议及合作伙伴关系，例如与马克斯普朗
克数字图书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达成
的合作伙伴关系，来继续推进开放获取图
书出版。此外也在继续研究新的图书形
式，以支持开放获取出版。

施普林格·自然推出开放科学新举措

期刊作者须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在第 28 个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华书局将于
4月23日推出首届宠粉节。届时，中华书
局向读者敞开大门，以多种形式的文化活
动迎接各地读者，并发布“二十四节气整
年阅读计划”。

据了解，作为中国出版集团今年的

“读者开放日”系列专场活动之一，中华
书局将以往的“读者开放日”升级为宠粉
节。4月23日，中华书局办公地将作为主
会场，开展仪式讲座、展示展览、互动体
验、打卡礼赠、合作分享等多种文化活
动，其中展示展览、讲座包括中华书局局
史讲解、伯鸿书香奖启动仪式、学者专家

专题讲座、“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启
动65周年纪念展等，此外还有“水墨丹
青”“才高八斗”“印刷有术”“东坡表情
包”等创新互动体验，句读、i识字等挑
战性活动，让读者在玩与学中深刻体会现
代科技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魅力。

需提及的是，今年中华书局宠粉节的

分会场扩展到济南、成都、深圳、上海、苏州
等城市，如在济南书城举办“《史记》：历史
的长城”，在成都文轩 BOOKS·成华店举
办“福尔摩斯的文学价值被低估了吗”，在
上海书城举办“红楼梦的传奇与日常”等专
题讲座，所有活动都将全程直播，以便更多
读者线上尽享阅读之美。

世界读书日中华书局将推首届宠粉节

本报讯 （记者田野）4月18日，由国家
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造的
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
正式上线。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考古大发现之一，
其中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
古代文献和艺术品，被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
历史的钥匙”。目前，藏经洞出土文物分别收
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家的数十家收藏机
构。此次上线的“数字藏经洞”综合运用高清
数字照扫和全局动态光照等科技手段，生动
再现藏经洞及百年前藏6万余件珍贵文物的
历史场景，以4K影视及话剧、中国风、现代工
笔画、美术场景与交互模式，让公众“穿越”晚
唐、北宋、清末等历史时期，“参与”到藏经洞
的历史之中。

据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
星介绍，在“数字藏经洞”的整个研发过程
中，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团队以青年学者为
主，覆盖文献、艺术、考古、建筑、音乐、
数字化等各个领域，每一个场景和细节都进
行了细致考证。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数字藏经
洞”是首次在虚拟世界毫米级高精度复现的
敦煌藏经洞，让海内外的藏经洞出土文物以
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现、重生，是敦煌研究
院与腾讯联合成立的“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
术联合实验室”的一项代表性合作成果。

“数字藏经洞”由腾讯游戏 CROS 团队
提供研发技术支持。

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手
打造“数字藏经洞”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4月15日上午，
由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安徽省文联、安徽出版
集团指导，歙县县委、县政府与安徽文学艺术
院、安徽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为此青绿》新书
首发式在歙县新安江山水画廊举行。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中国作家
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人民日报》
文艺部副主任刘琼从不同视角对《为此青绿》
进行解读与评论。徐剑认为，《为此青绿》沿着
河流走，贴着人物写，在主题思想、创作手法、
艺术气象上有不同寻常的表现与探索。潘凯
雄表示，《为此青绿》巧妙地处理了生态话语
与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的关系，又合理地衔接
生态话语与文学话语。刘琼表示，《为此青绿》
基于充分的田野调查与长期的文化追踪，是
践行“四力”要求的典范之作，是历史悠久的
新安江文化的崭新篇章。

何冰凌、许若齐、程勇军三位作者表示，
新安江是文化之江、美丽之江、财富之江、创
新之江、开放之江和生态之江，为了“只此青
绿”的誓言，用一本书讲述新安江模式的前世
今生，是写作生涯中难得的幸运。

《为此青绿》
新安江模式的文学表达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一部关爱女性心
灵成长的图书《不必非要做玫瑰》日前由沈阳
出版社出版。

《不必非要做玫瑰》共收录49篇小文，共
计10万字，同时配有50余幅彩色插画。书中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解答青年女性面临的易
被忽视、很难有标准答案却又影响幸福感和
成就感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等方
面的人生之问，让读者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
重拾快乐、魄力和勇气。书中体现人生和自我
主题，案例均提炼自现实生活，同时将心理学
专业知识融于文字，通过文字引导，让读者自
己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沈阳出版社副总编辑赵长伟表示，社会
责任、家庭责任，加之更高的自我要求，让很
多女性焦虑不已、疲惫不堪。“《不必非要做玫
瑰》是心理疗愈类丛书‘九万里’的第一本书。
期待这本书能为广大的女性读者提供专业的
心灵成长方面的建议，让新时代的女性除了
拥有健康、自信，更拥有持续快乐的能力。”

沈阳出版社
推出女性心灵成长新书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由长影集团联合
出品，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商业大片《检察风
云》4月18日开启预售，同时发布“舆论之战”
版预告。影片将于4月29日全国上映。

电影《检察风云》以检察官李睿（黄景
瑜饰）审查起诉一起故意杀人案展开，在与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童雨辰（白百何饰）的交
锋中，李睿发现更多案件内幕……重重谜案
扑朔迷离，案情背后触目惊心。

“舆论之战”版预告中，李睿与童雨辰
陷入舆论风波，案件发展不再为双方左右。
控辩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上演一场互
有攻守的庭辩大戏，令观众耳目一新。

《检察风云》 通过介入侦查、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及出庭公诉等环节，全面展现
了检察官的工作细节。影片通过生动的检察
官故事，努力将正义、公理的精神内核传达
给人民群众。

长影新片《检察风云》
开启预售4月19日，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

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大队在兰州市驻地
举办“4·23”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月
活动，引导指战员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以书会友，与经典对话，让浓浓书香
溢满营区。

裴海博/视觉中国

甘肃兰州：

浓浓书香满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