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李国生 ■版式：李瑞海 ■责校：吴琪
综合新闻 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产经视线

4月24日，2023福州国际数字化媒体
发展研讨会在福建福州举行。研讨会以

“加快数字媒体建设，创新驱动国际传
播”为主题，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媒体与华侨代表、国内主流媒体代表、
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和有关
政府机构代表等180多人参加。

现场，围绕数字化时代媒体应该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主流媒
体国际传播能力如何提升等议题展开讨
论，为数字化媒体发展提供思路。

技术赋能破题传播效能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科技创新、产业
升级和生产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
ChatGPT 的出现更是成为人工智能发展
的引爆点。

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营投资部副
主任商艳青认为，在万技皆媒、万物皆
媒、万数皆媒、万模皆数的数字化时代，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势不可当，可以用技
术赋能破题传播效能，实现全媒体触达。

“比如利用AI和机器学习能提高全媒体触
达效能，利用数据及其分析指导全媒体触
达效能，利用媒介沉浸体验与场景传播升
维全媒体触达。”

“讲好中国故事，可以通过整合数字

技术打造热门 IP 项目，推动中国文化走
出国门。”新华屏媒 （北京） 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胥斌表示，依托新华屏
媒联播网，《你好，福州》城市形象宣传
片去年全球霸屏，反响热烈，加深了全世
界对福州的认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副总裁刘
驰说：“我们需要积极采用新技术，加强
对数字化媒体的监管和规范，提高数字内
容的质量和安全。在数字媒体发展的过程
中，还需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扬，不断完
善数字媒体生态环境。”

北京红棉小冰科技公司商务总经理刘
德宇分享了虚拟数字人的多个应用场景和
成功案例。他认为，在媒体数字化转型道
路上，虚拟的数字人会发挥更多积极作
用。“虚拟人目前已经覆盖通讯社、广
电、网络、APP等可视化信息传播渠道，
在社交、传播、营销等领域的价值正在显
现，并逐渐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媒体
融合发展常态化的标配。”

北京蔚海灿娱数字科技公司首席执行
官蔡俊涛表示，媒体健康发展离不开持续
稳定的流量和关注，流量需要好的内容和
IP 来稳固。当前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
给内容制作和表现形式带来了更多的机
遇，IP 的形态也更加多元化，场景越来
越丰富。“媒体行业应该积极拥抱这种变

化和趋势，运用更多的数字化手段和人工
智能实时渲染技术，制作出更多新颖、有
趣、可互动的内容。”

华人头条创始人、董事长黄其旺认
为，做好国际传播不仅要通过数字技术赋
能搭建传播渠道与内容渠道，还要利用华
人华侨的资源与力量，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嘉宾们
现场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故事丰富
多彩，我们要把故事中的共通性、共情
性、普遍性找出来，充分挖掘故事的本土
性、区域性和全球性，让中国故事具有长
尾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
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中国不缺好故事，
缺的是对故事的选择和提炼。讲好中国故
事，要素是“事实+精神标识与文化精
髓”，路径是通过创新叙事构建当代性与
普遍性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颠覆互联网空间
传播格局，国际传播也逐渐转变为技术的
博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
长、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张洪忠结合案例分享了当前国际舆论博
弈的新趋势。他认为，传播信息已经从传

统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迈向元宇
宙，呈现多模态表现形式，传播环境也呈
现出国际传播高地的扁平化趋势。

从 2021 年河南春晚 《唐宫夜宴》 开
局“破圈”，到 《2023 元宵奇妙游》，河
南广播电视台频出创意，带来多个“爆
款”。河南广播电视台卫视全媒体一体
化运营品牌推广部总监徐娜认为，“国
潮风”流行的精神内核在于中国人对优
秀传统文化广泛的文化认同和强烈的文
化自信。“好的文化节目离不开对文化
内涵的深度挖掘，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
华融入日常生活，做到经典与当下热点
的相融相通，借助互联网新媒体语态将
传统文化信息聚合化、焦点化、逻辑
化，通过科技赋能、创新表达、美学引
领、艺术点亮，打造属于老少皆宜的文
化类节目。”

“国际传播不应只有媒体发声，而应
形成政府、媒体和企业3个维度立体传播
格局。”四川观察国际部总监刁辰超提出

“海量视听，持续分发”开拓国际传播途
径的观点。他以传播东坡文化的海外专
题为例，讲述对优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
二次创作，融入新媒体传播叙事手段，
把有话题性和传播性的内容分发到海外，
同步互动，实现项目的持续打造和账号的
精准运营。

2023福州国际数字化媒体发展研讨会探讨数媒建设——

用好数字技术 传播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张福财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在第 28 个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中国新华书店协
会、新华书店总店联合共青团中央宣传
部于4 月15 日至30 日在全国开展“书香
青春进新华·健康悦读正当时”主题读书
活动。

在延安，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旗下中
国红色书店组织来自延安红色小学的数

百名小学生在宝塔山下诵读红色经典；
在武汉，湖北新华发行集团旗下外文书
店举办了“阅界大讲坛”2021 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作品分享会；蚌埠市
张公山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则兴致勃勃
地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旗下延安路新
华书店，进行绘本故事分享会；在珠
海，一场别开生面的澳门亲子阅读活动

在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旗下珠海新华书店
横琴书笙馆举行，来自澳门新华学校的
20 组亲子家庭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讲
解内地优秀出版物，培养澳门学子爱国
爱澳精神，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促进
澳门居民融入祖国发展大局，促进粤澳
居民交心交融。

据了解，活动期间，全国 31 个省

（区、市） 的共青团组织与当地新华书店
对接，组织了百余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
的青少年读书活动，包括各种主题展览、
名家分享会、趣味竞猜、读者见面会和文
化沙龙，以及文化惠民、文创市集等活
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走进新华书店，参与
读书活动，打卡阅读空间，倡导阅读、引
领阅读，向青少年传播正能量。

新华书店联合团中央宣传部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书香青春进新华 健康悦读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4月23日，总面积5300
平方米的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在湖北宜昌正式开
业。这是全国首家屈原文化主题书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该书城位
于宜昌城区西陵二路，以屈原文化为核心，集图书、
党建书房、文创文具、数码音像、教育培训、生活美学
等多业态综合文化服务平台于一体，是宜昌区域最大
的文化综合体。书城上下两层，共分为9个区域，每个
区域的名称均取材于《楚辞》。其中，“九怀厅”是屈原
文化专区，图书囊括了屈原文学研究、楚辞研究及译注
等相关著作及文创产品；“九思长廊”陈列“新时代新经
典”专台、专架，新书推荐榜及精品图书推荐榜；国学馆
用三峡文化元素做点缀，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等图书，
以及楚风文创产品、楚服、本土书画大家的字画等；“橘
颂讲堂”将屈原代表性的诗词点缀于书架间，是书城最
主要的活动阵地；长达40米的“九歌阅读区”集中展示
了少年屈原的成长经历及经典国学故事，引导孩子们
诵读国学经典；“天问剧场”是儿童活动的主阵地，将定
期举办主题绘本阅读活动，上演屈原舞台剧、儿童木偶
剧等。此外，“九章文教区”“求索讲堂”“九丘多功能
区”也都各具特色。

当天，有关单位在屈原书城内举办了少儿绘本阅
读、党建活动、书画展、青少年书法活动及宜昌本土
名家讲座等多场活动。接下来，还将举行以“奇妙之
旅”为主题的系列惠民活动。

宜昌市新华书店负责人李明君表示，屈原书城将
通过打造新型文化空间，持续更新服务理念，精心打
造特色文化，增加精品文化供给，全面加强基层文化
阵地建设，于润物细无声中让居民文化生活愈发有滋
有味、丰富多彩，让“流量”变成“留量”。

全国首家屈原文化主题书店在宜昌开业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孙海悦） 4
月20日至21日，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预备会在福建厦门召开。

会议透露，第二十九届图博会将于6
月15日至18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
届图博会将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
题，采取线下为主、线上配套、线下线上
一体的方式举办，并继续与北京国际图书
节同期同地举办。本届图博会将体现三大
新元素：一是新增网络出版馆，展现网络
文学、网络游戏等新出版业态；二是新设

“特色展区”，包括打造学术和专业出版
区、“图壤”阅读元宇宙区，以及绘本
展、艺术书展、美食图书展、世界礼物市
集等展区；三是推动展销一体新方式，拓
展书展销售功能，推动全民阅读。

会上，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一级巡视
员王华表示，本届图博会是党的二十大之
后我国主场举办的大型国际书展。要充分
认识到图博会以书为媒、以文化人、讲好
中国故事的独特外宣作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主
线，全面展示新时代十年和党的二十大以
来主题出版成果，全面呈现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的精品力作，全面拓展中外文化
交流新渠道新平台，全面反映传统出版与
新兴出版的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

与会人员表示，将共同做好本届图博
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共同将其办成一届守

正创新、别开生面、卓有成效的国际文化
盛会。

会后，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
限公司与参会代表就版权走出去工作以
及具体参展事宜和展会筹备等进行了深
入交流。

会议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林丽颖主持。全国部分省
（区、市）宣传部门领导以及近90家出版
单位、互联网出版单位的120多位代表参
加会议。

第二十九届图博会将彰显三大新元素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4月22日，由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教育报》主办的第十届
读书论坛在京召开，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
书馆2023读者开放日同时启动。

本届读书论坛上，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
语文教科书总主编、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作了题为

《养成读书的良性生活方式》 的主题报告。
他说，养成读书习惯，以之成为生活方式，
关键是兴趣，尤其是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语
文教育专家顾德希和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刘
德水围绕“阅读与教学”主题展开对谈。山
东省威海世昌中学校长于志健、陕西学前师
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牛文明等来自全国的《中
国教育报》 2021与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
大人物”代表获颁证书。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总编辑、《中国教育
报》总编辑周飞表示，《中国教育报》年度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推选活动自2004年创
立以来，相继推出近200位致力于阅读推广
的先进典型。活动旨在发挥引导青少年读书
的重要作用。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表
示，10年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报》一
起服务教育、推动阅读、引领阅读，联合举办

“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研讨会，足迹遍
布安徽、青海、河南、陕西、四川、宁夏、贵州
等中西部地区。此外，还面向广大师生开展
了“放飞梦想的翅膀”系列公益活动，设立

《新华字典》奖学金，建立了乡村阅读中心，
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全民阅读促进中心，为推
动全民阅读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

第十届读书论坛
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金鑫） 2023年，《小朋
友》 101 岁了。4 月 21 日，《小朋友》 创刊
10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行。与

《小朋友》同龄、担任过《小朋友》主编的
101岁诗人圣野来到现场，一句洪亮的“祝

《小朋友》生日快乐”让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小朋友》杂志于 1922 年由中华书局创

办，著名文化人黎锦晖担任第一任主编；1953
年，《小朋友》从中华书局来到少年儿童出版
社，宋庆龄先生为《小朋友》题写刊名。

“从1922年到2023年，不变的是《小朋
友》 杂志对‘陶冶儿童性情，增进儿童智
慧，开阔儿童视野，提高儿童能力’的办刊
宗旨的坚守与传承。”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冯杰在座谈会上说。

黎锦晖之子黎泽荣现场哼唱了父亲和同
事交谈时聊到的儿歌。他说，《小朋友》不仅
在中国大小城市广泛传播，也在海外流传甚
广。正是“为了小朋友、培养小朋友”的办刊
理念，让《小朋友》长盛不衰、永葆生命力。

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表示，希望新
时代的《小朋友》将创刊百年作为新起点，
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用心、用力、用情讲
好中国故事和儿童自己的故事，为儿童杂志
树立新的标杆。

《小朋友》创刊100周年
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雷萌） 4月24日，“讲
好中国茶故事”——茶主题图书出版专题研
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研讨会上，主办方中
国农业出版社与中国茶叶博物馆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

中国农业出版社董事长、社长刘天金表
示，该社将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申遗成功和《陈宗懋传》出版为契机，加强
对茶主题图书的策划和统筹规划，策划出版
更多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下的精品好书。中
国茶叶博物馆馆长包静介绍，该馆与中国农
业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话说中国茶》《中国茶
事大典》，青少年读物《画说中国茶》之《茶史、
茶趣》《茶事、茶俗》等一批茶文化书籍，还将
推出更丰富的茶文化图书，增添非遗魅力。

现场举行了《陈宗懋传》出版面世暨赠书
仪式。陈宗懋是我国茶界首位院士。

茶主题图书出版
专题研讨会举办

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在世界读书日举办“在书写中领悟屈原文化”书法教学活动。 宜昌新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