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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这十年
暨第二十九届北京图博会特刊

T01—T52

今日看点

三苏文化出版工程
首批成果发布

02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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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9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
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蔡奇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于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立足于赓续中华文
脉、建设现代文明，对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深
入系统阐述，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真理光芒、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的
光辉文献，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指南，必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
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把握

“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更
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
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思想
十分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我们党强烈文化
担当和高度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是推
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盛的根本指
针，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认真学习领
悟、深入理解把握、坚决贯彻落实。要
精心组织学习宣传，深化研究阐释，谋
划做好文化传承发展各项工作，加大政

策保障支持力度。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增强文化担当，经常研究谋划，推动文
化传承发展各项工作落地生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李书磊主持会议。

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文联、天津市委宣传部、福
建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宣传部、陕西
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中央宣
传文化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蔡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上强调

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更 好 担 负 起 新 时 代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本报讯 （记者徐平 朱丽娜） 6月
8日，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
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分论坛在深圳举
办。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出席论坛并致辞。

张建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2
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6月7日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
论坛致贺信，为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版权
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要
素。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文化数字
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呼唤
版权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以“共建共

治共享”为价值理念，加强互联网版权
保护与运用，构建健康的互联网版权新
生态，为文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赋能。
一是要优化治理，加强保护。进一步健
全版权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积极布局推
进版权确权、授权和交易机制，挖掘版
权市场价值，完善交易规则、保护及服
务机制。二是要鼓励创新，激发活力。
大力推动数字文艺作品版权的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引导鼓励正能
量的优秀作品，以版权激发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三是要加强研究，前瞻布局。
加强对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业态新领域
版权保护问题的调查研究，提高面向互

联网开展版权治理和服务的水平。四是
要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统筹推进互联
网版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积极参
与互联网版权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
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论坛上，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介绍了
2023 年新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称号的 4 个城市情况，张建春为南通
市、潍坊市、佛山市和长沙市4个城市
授牌。通过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打造，将
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版权助
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助推人民生活更加
美好。

论坛聚焦数字版权助力数字中国建

设，立足全球共同面临的互联网环境下
版权挑战与机遇，联合生态各方共建互
联网版权新生态。来自数字文化、互联
网科技、版权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等，围绕互联网版权最前沿理
论观点、技术创新与实践应用展示成
果、交流经验，为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
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互联网
版权保护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共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分论坛由中
宣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为
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主办。

张建春出席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共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分论坛并致辞

共话互联网版权中国式解决方案

首设“数字中国——AI 时代的文
化创新”主题展区，推出数字文创产品

“小雨滴”，利用AI大力推行数字人直
播……在为期5天的第十九届中国（深
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深切地感受
到文化产业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文
化产业加“数”前行，数字赋能高质量
发展。

“数字中国”：
从概念到实践

“数字中国”，从概念到实践，在本
届文博会首次设立的“数字中国——
AI 时代的文化创新”主题展区，正是
深圳推动数字化和产业化双向融合的重
要实践。甫一走进，一座高大、立体的

“大雄宝殿”，以“LED大屏+XR虚拟拍
摄光显解决方案”呈现，身临其境的体验
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和观众驻足打卡。“有
种‘穿越’的感觉，很是震撼，我发了朋友
圈，很多人都留言要来观看呢！”观众刘
女士兴奋地对记者说道。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该主题展区
展览面积 1517 平方米，搭建有“开启
文化数字化大门”“数字文化传承”“数
字文化创新”“数字文明时代”等板
块，全方位展示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最新
技术、最新创意和最新成果，充分展现
文化引领、数字赋能、科技支撑、融合
创新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数字

文化传承’板块，我真切感受到数字化助
力保护、修复、保存、传承文物和文化遗
产，让其‘活’起来，进而成为承载中华文
明、中国精神的文化产品。”还在上大学
的刘思然说，“看完有震撼、有骄傲、有自
豪，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我们年
轻人也要参与其中，借助当代科技，推动
文化传承发展。”

以数字科技赋能新发展，各展团尽

情展示文化建设最新成果。走进北京展
区，元宇宙技术、卫星遥感、裸眼3D、沉
浸式体验、全息展示等数字应用随处可
见，尤其是13米的地屏上显示的中轴线
缓缓滚动，场景化打造北京中轴线沉浸
式体验空间。“借助这些新技术，孩子在
家门口也能上一堂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文
化之课。”带着孩子来观展的付淼说。

在宁夏展区内，在 《王陵秘境》

VR游戏前排起了长队，现场工作人员
详细地向体验者们讲解流程。工作人
员介绍，游戏里的场景是根据西夏王
陵景区实景制作的，通过游戏体验让
更多的人了解西夏王陵的历史文化。

在甘肃展区，“数字敦煌”虚拟体
验项目也吸引不少观众排队体验。

论坛、产品：
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应用

“文博会为数字文化产业提供了一
个展示交流的平台，释放出我国未来发
展数字文化产业的决心与信心。”深圳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认
为，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
主流方向。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相关
行业热点前沿话题交流与讨论，也在本
届文博会上展开。在首届文化强国建设
高峰论坛数字出版前沿技术发展与应用
分论坛上，10 余位来自业界和学界的
大咖，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行业
的现实应用等热点话题，共论新一轮科
技浪潮下数字出版的机遇与挑战。

这场大咖论道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
烈反响。“来文博会参展，不止于看各
家单位现场展示，更重要的是权威的行
业交流与学习，上了一堂含金量很高的
专业培训课。”一位入职出版行业不久的
新人感慨道，“这种交流最为直观有效，
尤其是对于新入行者，难能可贵。”

（下转02版）

“硬”科技“软”着陆，赋能文化产业
——来自第十九届深圳文博会的现场观察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徐平 张君成

本报讯 （记者雷萌） 6月10日，在湖
南长沙举行的2023 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暨全国翻译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上，中国外文局和湖
南师范大学举办了 《汉英对照 〈大中华文
库〉书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 新书
发布会。

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共有104种图
书、213册，包括112种汉英对照中国古代
典籍，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科技、军
事等领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古代
典籍英译丛书。《提要》作为中国外文局与
湖南师范大学战略合作的项目之一，由湖南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写，中国外文局所属
外文出版社出版。

在来自全国20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及
企业的600多位专家学者见证下，中国外文
局副局长于涛和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
新共同为《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书目提
要》揭幕。

据《大中华文库》工委会副主任兼副总
编辑、《提要》主编尹飞舟介绍，《提要》考
释了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每种典籍的文
化内涵和版本，考察其英译源流与历史影
响，关注国内外学界对各种典籍英译传播的
评论与研究，为学界研究汉英对照《大中华
文库》的英译传播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中华文库》工委会副主任兼副总编
辑黄友义说，《提要》是汉英对照《大中华
文库》首次全景式的解读，其中涉及许多中
国古代典籍英译的重要译者和译作，是对中
国古代典籍英译的一次巡礼。

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许荣介绍，为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外文出版
社外国专家的回信精神，外文出版社在今年
年初策划推出了“译中国”文库。《提要》
的出版，除了外译传播和学术研究价值，更
具有联结承续两个“文库”、以薪火相传之
功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象征意义。

《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
书目提要》出版

本报讯 （记者尹琨） 6月7日，第33
届中国新闻奖自荐、他荐作品初评会在京召
开。本次初评会共评出72件作品 （包括报
送中国新闻奖定评的作品60件、候补作品
12件） 进入公示环节。入选作品于6月9日
至 15 日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http://
www.chinaxwcb.com）公示。

据统计，今年提交初评办公室的作品共
565件，是中国新闻奖开展自荐、他荐以来报
送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届，符合参评要求的作
品497件。本次进入公示的72件作品包括消
息10件、评论6件、通讯7件、新闻专题5件、
新闻纪录片5件、系列报道6件、新闻访谈1
件、新闻直播1件、新闻编排1件、新闻专栏1
件、新闻业务研究2件、重大主题报道8件、国
际传播4件、典型报道2件、舆论监督报道4
件、融合报道8件、应用创新1件。

本次自荐、他荐参评作品覆盖中国新闻
奖20个评审项目。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单
位以及高校专家学者共25人组成评委会。评
委们认为，参评作品深入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聚焦“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主题，生
动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各地各领域彰显出的真理伟力，展现了
新时代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有些作品以感
人事例和新的创造反映时代风貌，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有些作品充分挖掘小细节中的
大价值，既关注社会层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又聚焦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还有的作品充
满浓郁的时代特色，综合运用文字、音乐、动
画等融媒体元素，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特别
是去年开始设置的重大主题报道、国际传播、
典型报道、舆论监督报道、融合报道、应用创
新6个专门奖项表现亮眼。

受中国记协委托，今年是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连续第三年组织中国新闻奖自荐、
他荐作品初评相关事宜。

第33届中国新闻奖自荐
他荐作品初评结果公示

文博会上，文化产业数字化令人耳目一新。图为“中影幻境”全数字虚拟动捕
技术摄影棚。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