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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观察

8月15日，一场以“深耕共融 创新
致远”为主题的媒体融合创新与发展论坛
在兰州举办。论坛期间，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走向纵
深的对策与办法，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汇智聚力。

推动“融媒”向“智媒”提升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甘肃媒
体融合“摸着石头过河”，从“相加”到

“相融”再到“深融”，一路探索，一路沉
淀。这期间，全省新闻舆论战线积极投身
媒体融合发展大潮，锐意改革创新，大胆
试点探索，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
体制机制、平台建设、内容创新、技术
引领、人才队伍等方面加快改革发展步
伐，主动创新求变，在西部经济欠发达
地区，实现了媒体融合后发赶超，形成
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甘肃经验”。值得一
提的是，短短两年多时间，甘肃不仅建成
了统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移动新媒体
技术平台——“新甘肃云”，而且全省86
个县（市、区）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任务，媒体融合全省“一平台、一张网、
一盘棋”变为现实。

“ 媒 体 融 合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崭 新 实
践，越向纵深挺进越需要改革的锐气、
创新的勇气。”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永霞表示，甘肃媒体融合发展得

益于技术的创新支撑，下一步的深融、
智融更加需要先进技术的引领支撑。甘
肃将用好用活现有技术，提升技术平台
功能，丰富传播形态、传播样式，提高
媒体内容生产、产品推送、分发传播的
智能化水平，推动主流媒体由“融媒”
向“智媒”转型。同时，将加快推动媒
体资源数据库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
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构建省级“媒体大
脑”，带动全省融媒体资源全面数据
化、智能化。

“新技术已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甘肃日报社社长，甘肃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巩炜说，“我们
将继续充分发挥甘肃省媒体融合技术与传
播重点实验室的优势，积极探索大数据、
人工智能、VR、5G等媒体新技术在新闻
领域的运用和实践，不断推动新技术、新
应用在新闻领域的落地，推动主流媒体由

‘融媒’向‘智媒’提升。”

新兴内容生产方式助推媒体融合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作为当前
新兴的内容生产方式，正逐渐向媒体流
程的各环节渗透、赋能媒体内容生产，
成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苏荣
才说：“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要及
时跟进先进技术支撑，提高技术敏感，
以技术更新业态，以技术丰富表现，以
技术促进融合。”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

子忠认为：“对传媒机构来说，生成式
人工智能通过参与产品生产全流程来提
高生产效率，并带来全新的视觉化、互
动化体验，能丰富新闻报道的形式，加
速媒体数字化转型，推动传媒向智媒转
变。对媒体从业者来说，生成式人工智
能与人的配合既可保证新闻的时效性，
又能兼顾人文关怀、社会意义和经济
价值，让从业人员专注于需要思考和
创造性的工作内容，如深度报道和专题
报道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信息文化的
深刻变革，也带来了更为深入的传播学思
考。在传播学领域，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
现都有可能带来传播学理论的革新，所以
我们更需要关注理论概念，而非技术本
身。”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
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成为“时髦的
花瓶”，而应切实嵌入媒体融合的发展需
求之中，通过新闻机构和从业者的实践来
探索和磨合。

“政策引导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技术要素是媒体融合的加速
器、产业环境是媒体转型的融合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
黄楚新说。对于目前我国部分媒体还存
在的观念创新乏力、政策落实不彻底、
纵深融合难推进、商业模式模糊、造血
功能不足等问题，他建议，应加强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
局；实施深度融合工程，推进全媒体传
播体系建设；打造全面系统平台，聚合
数字资源。

正确的价值观决定媒体未来

“优质内容始终是媒体融合传播的
基石，永远是媒体的源头活水。”巩炜
表示，新闻媒体应进一步坚定内容定
力、加大优质内容产能，推出更多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精品力
作，用党媒思想引领主流舆论，用党媒
气质引领社会风尚，用党媒关怀回应公
众需求。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如果说优质内容
供给是推动媒体传播价值可及的本源，那
么正确的价值观便是助力优质内容“破
圈”、决定媒体未来的“核心资产”。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总编辑张显峰认
为，在任何时代，成就媒体持久影响力的
往往是价值观，成就新闻人持久生命力的
往往也是价值观。当前，无论舆论环境、
媒介技术、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如何变
化，媒体的初心使命不能变。

新闻传播的发生、实践和最终目标永
远是人，有正确的流量观才有媒体的公信
力。“目前，过度强调技术、算法、流
量，制造了媒体内容繁荣的假象，却造成
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内容生态，动摇的既是
媒体的信誉和根本，也让媒体作为文化路
标和价值领航器的责任属性渐行渐远。”
针对这一现象，张显峰认为，健康的流量
指标应该是“留量”，其本质是品质的沉
淀，媒体要实现从影响力到公信力的升
维，必须要有跳出“流量”追求“留量”
的勇气、定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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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赋能融合 价值观决定未来
□本报记者 田野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
年之际，8月19日，由全球区域与城市研
究院、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智慧宫国
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联合举办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10周年论坛暨 《全球空间与“一带一
路”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阿文版引起广泛关注

《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共
五卷，分别为文化卷、生态卷、海港卷、
陆港卷、旅游卷，由曹小曙、詹小美、王
天琪主编，是国内首套以全球空间为尺度
诠释“一带一路”海港和陆港体系、旅游
合作、区域生态及文化蕴涵的学术著作。
2019 年，丛书中文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出版，2022年6月丛书阿拉伯文版
由阿联酋指南针出版社出版。丛书阿文版
出版后，2022 年开始陆续在沙特吉达国
际书展、阿曼马斯喀特国际书展、阿布扎
比国际书展、卡塔尔国际书展和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上展出，广受学者、读者、文
化单位和媒体好评。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刘东风
回顾了丝绸之路在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引，谱
写文化交流新篇章，《全球空间与“一带
一路”研究》5卷本的推出，就是延续丝
绸之路精神，自觉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跨学科、跨校际、跨地域的人文与人

才发展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典型案例。
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时荣介绍了《全球空间与“一带一
路”研究》阿拉伯文版的翻译出版、宣传
推广情况，并指出其在“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周年之际出版意义非凡，是国内
外出版同仁共同献给“一带一路”倡议的
一份大礼，同时也是进一步落实“三环峰
会”的重要成果。

全景式呈现“一带一路”最
新研究成果

研讨中，与会人士对丛书给予高度
评价。

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李平表示，丛
书是主题出版学术化、学理化的代表，
地理学者借助地理学的特性开展科学研
究，把地理学的连通性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内涵联系起来，体现了地理学科
的研究智慧。

“丛书具有站位高、学术性强、教育
性强、推广性强且覆盖面广的特点。”北
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院长赵鹏军认
为，丛书包括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
社会学等学科，学术价值很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
天义认为，丛书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和
体现，对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将可亲、
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安理工大学教授李鹏认为，丛书的
主编及作者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远大的
学术理想，他们以全球空间与“一带一
路”研究给众学者以学术上的启发，为读
者系统全面地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全球的关系提供了媒介。

伊拉克籍翻译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外籍教师阿巴斯·贾瓦德·卡迪米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进入第二个10年，人们

正在聚集力量和热情，并准备抓住机遇应
对挑战。

在总结发言时，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傅伯杰表示，丛
书具有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同时文理
交融。丛书在同类出版物中具有独特
性，是对“一带一路”倡议10年发展的
总结，对未来10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
示和借鉴作用。

《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 孙海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向驻华使馆代表赠送
《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阿文版图书。 主办方 供图

8月22日，杭州市方志馆举办“宋
韵乞巧——方志典籍曝书会”，晒出馆
藏的旧志典籍，供市民游客近距离阅
览，并可体验宋版雕版印刷、线装书、
磨喝乐等传统技艺。

视觉中国

方志典籍曝书会
市民装订线装书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8 月 19 日，
《古籍修复知识辞典》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书
店琉璃厂店举办。

《古籍修复知识辞典》（以下简称 《辞
典》） 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天津图书
馆古籍修复部主任、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
传习中心天津传习所导师万群主持编写，汇
集已有文献，对古籍修复的技术、知识、经
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全书按辞目首字音序排
列，内容基本分为基础词语、修复术语、历
史名词三大部分，收录辞目3600 余条，并
与专业翻译工作者协作为辞目加释英文翻
译，促进了中国传统技艺走向世界。同时，
该书是古籍修复领域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发布会上，万群结合自己的古籍修复经
历讲述了《辞典》的编纂过程。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杜伟
生高度评价 《辞典》 在古籍修复技艺传承
中的推动作用。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师田
婷婷从辅助古籍修复文章撰述的角度肯定
了 《辞典》 的使用价值。中国书店古籍修
复中心主任徐晓静则从自己的工作经历谈
了工具书对学习古籍修复技艺的重要性。
大家结合各自经历，分享了古籍修复学艺
和从业的经历，从多个角度共同分享了

《辞典》书里书外的故事。

《古籍修复知识辞典》
在京发布

近日，由江苏省泗洪县 30 余名一线产
业工人组成的首批产业工人读书班在青阳街
道城市书房开班。泗洪县总工会领导和县读
书协会会长共同为读书班揭牌，县总工会向
读书班学员赠送了书籍。（8月18日《江苏
工人报》）

据报道，活动中，县总工会劳动和经济
工作部负责人带领读书班学员学习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相关知识；县读书协会会长通
过诵读经典与心得交流的方式，分享读书感
悟和收获。随后，学员们踊跃推荐自己读过
的美文好书，分享自己的收获和有趣的阅读
经历。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改变未来。”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高科技广泛运用，
我们每个人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综
合素养，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泗洪县总工会
组织一线产业工人参加读书班，不但在产业
工人中营造了浓厚学习氛围，还让他们在参
与活动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养成热爱学
习的好习惯。同时，此举也体现了工会对企
业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关心和重视。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慢下
来、静下来，利用闲余时间多读书、读好
书。各地工会组织、企业等要为一线产业工
人创造更加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可结合实
际，通过举办读书班、座谈交流、好书分
享、成立阅读兴趣小组、评选阅读之星等形
式，发动工人积极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形成
常学、乐学的学习状态，让他们把学习的知
识转化成工作的能力，加快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乐见产业工人
参加读书班
□赵杰昌

（上接01版）

便民惠民
坚持“人民的展览”

本届上海书展继续坚持“为价值搭台，向
品质致敬”定位，坚持在已有阅读品牌的基础
上，强强联合，持续创新，主会场和各区特色分
会场等为读者准备了850场高质量阅读活动。

中国作协“行进的风景——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作品联展”落地本届上海书展。启
动仪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表示，期待通过上海书展这个具
有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读者中有很强号召
力的平台，让好作家、好作品被更多人知晓，
得到更有力的传播。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品牌活动“读者大会”
首次移师上海书展。对此，东方出版中心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陈义望表示：“我们决定将
往年只在全国书博会上举办的大型品牌文化
活动中版集团‘读者大会’放在上海书展上举
办，回馈上海书展读者的厚爱。”

上海全市 16 区和临港新片区推出各具
特色的“一区一特色”特色分会场、阅读分会
场，阅读场所从图书馆、实体书店到博物馆、
旅游景点、商业楼宇和民宿，书展期间，尽情
展现阅读和这座城市的文旅空间充分融合。

多年来，上海书展始终坚持“人民的展
览”“市民的阅读嘉年华”。全年龄段覆盖，老
年读者和儿童读者数量多，是上海书展一个
重要特征。本届上海书展在了解老年群体购
票困难的情况后，迅速开启便民通道，方便老
年读者逛展。以“遇见”为主题的陈伯吹童书
屋，首次设立的“上海好童书”专区，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布置的“一平米恐龙展”“一平米
科普展”等，让上海书展成为孩子的阅读乐
园，让阅读成为童年的底色。

置身上海书展，看到天南地北的人因好
书而相聚，因阅读而相会，“我爱阅读 我爱
生活”，这才是书展该有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