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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要积极推动红色主题出版物的数字化，通过电

子书、数据库、有声读物、数字平台、短视频等数字化出

版形态与传播方式，让党的声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以与

时俱进的手段，实现感人、有效的深度传播。

近来，人们借助难得的中秋国庆假
期，走进图书馆和实体书店，去阅读红
色图书，感受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这时
候，红色主题数字出版物就凸显出了不
一般的传播力、影响力。

据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报道，
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
览会上，通过收听有声书回顾几代优秀
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查询数据库全景
式感受红岩精神，一批红色主题数字出
版物通过前沿技术展现出了时代气息。
如万卷出版公司的有声书 《天晓——
1921》和《从延安出发》。

《天晓——1921》 自今年 8 月上线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后，目前播放量达
61.3万。《从延安出发》以亲历者的角度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队坚持抗
战的历史，自2022年6月上线“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后，累计播放量达256万。

再如，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思
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系统、完整地收录
了建党以来出版的党的思想理论重点图
书电子版1万余册；党员教育数据库专
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开发，
可提供电子书、有声书、视频、动画、
试题、问答、课件、海报等多种数字形
态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素材。

这些数字化的全新探索，充分显示
了出版业在红色主题出版上的新作为、
新担当。这些新产品也突破了以往主题
出版的单一纸质书出版模式，而是借用
新技术，把优质内容数字化、立体化、
多层面、多维度地充分展现，这无疑适
应了年轻读者的阅读新需求。

应当看到，眼下，读者已经不仅仅
是以往单一的文化消费角色了，很多时
候还是客户，即在新技术加持下的融媒
体的客户。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传
统出版只有走融合发展之路，才不至于
被时代、被读者所抛弃。特别是那些肩
负着为时代赋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
使命的红色主题出版物，更需要与时俱
进，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推出更多的适

应新时代读者需求的电子书、有声书、
数据库、课程学习、音频、视频等数字
化全新产品。

笔者以为，如今红色主题出版物的
立体呈现，也让内容产品形态更加丰
富、更具交互性，而多模态内容则给用
户带来了更为立体多元的感官体验和沉
浸式体验。读者在缅怀英雄先烈之时，
也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正如有论者
所言，读一读英烈的家书，看一看英烈
的事迹，品一品英烈的情怀，就能让前
行的脚步更为坚定。

在红色主题出版物中传承红色基
因，可以让每个人的未来之路更有力
量、更有定力。不过，也应当看到，数
字化浪潮即使再汹涌澎湃，如果红色主

题出版物的内容不提质升级，不去用读
者喜欢的方式，生动地讲好这些历史故
事，宣传效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大打
折扣。从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
透露出来的出版物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全媒体时代，传播手段必须更新迭代。
红色主题出版物只有充分借助数字化的
时代浪潮，才能对读者起到更好的陶冶
情操、启迪智慧的传播目的。因此，红
色主题出版物要及时顺应时代呼唤，努
力传播主流价值，尤其是需要接地气、
活泼生动的优质内容的呈现。

时代在变，主题不变，红色主题出版
物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
也是不变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红色主
题出版物，能为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鼓舞士气、
营造干事创业氛围，对于一个人也具有补
精神之钙、塑灵魂之形、指人生之路的
作用。

出版业要积极推动红色主题出版物
的数字化，通过电子书、数据库、有声
读物、数字平台、短视频等数字化出版
形态与传播方式，让党的声音以潜移默
化的方式、以与时俱进的手段，实现感
人、有效的深度传播。

数字化为红色主题出版物长上“翅膀”
□赵强 孟子有曰：“穷不失

义，达不离道。”此中，
“穷”字之意，不仅指经
济上的贫困，而且意指穷
途。一个人在穷途末路之
时还能够不丢失大节，不
做离经叛道之事，方可谓
君子也。“达”则可解读
为人生顺利，可以一展抱
负。而当此之时，不可得

意忘形、弃道背理、恣意而行。
当下之传播场域中，穷者有之，达者亦存。

乘坐在互联网的风口上，趁风而起者大有其人，
人们习惯称有着巨量粉丝的人为“大V”。根据
得眼球者得市场的一般规律，一些超级大V手握
两张大牌，一张是流量收入，另一张是带广告或
带货收入。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表
现，但是大V的号召力与商业价值都是过去的名
记者所不具备的。毕竟过去的名记者不能实现直
接价值变现，而现在的网络名人不仅能直接价值
变现，而且还可得到多重收益，其利之巨，普通
人是无法想象的。

问题来了，既然眼球这么重要，那么获得众
多眼球就成为了第一要务。因此，各种乱象和潜
规则也就暗地丛生，争夺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这
就对社会形成了负面压力，以致于从国家立法到
政府规制，近些年都不得不频频出招，加以节制
和调整。近年来，我国关于网络传播的立法呈密
集和快速趋势。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天然具有滞
后性，特别是立法的程序较多、时间较长，使得
人们面对迅速变化的网络，总是产生管不及、管
不紧、管不住的感性认知。

有鉴于此，促人反思。
管与被管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转化一下，变为

同一指向下的同行者？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将原
来不属于专业传播业者领域的新型传播者纳入到
共同道德、共同理念的立场上来予以团结。

职业各不相同，身份大有差异，但是既然都
要在互联网上发声，那就具有了同一性。由此，
近来有不少地方开展了网络名人，也就是大V的
研讨活动。这些平时无缘相见的大V走到一起后
发现，原来都是一些普通的人，只是依托了不同
的传播主题或话题，就变得似乎有些神秘，一旦
见面交流，就发现完全可以在伦理上实现认同，
在道理上得到沟通。

这类的研讨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非行业、
但又具有一定行业性质的自律路径。通过研讨得
到认识提升，对法律法规的精神有了理解，较之
过去完全是被管理者的距离感是大不相同的。

更重要的是，研讨的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
是在伦理上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穷不失义，达
不离道”。

不论你长于娱乐性还是商业性，不论你是区
域性大 V 还是全网性大 V，只要面对受众，你
就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将责任作为核
心意识予以强化，是网络传播的一项基础工
程。这项工程虽然庞大，但早做早受益，不做
永无宁日。

“义”和“道”各有载体，虽业不相同，术
有专攻，没有办法对各人的平台状态具体调控，
但只要具备义和道的意识，守住义和道的底线，
那就从基础和微观上，将网络的清朗之态全面予
以了巩固。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江作苏

有人把报刊评论比作“麻辣火锅”，很生动、很
形象。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姜协军近日在

《人民日报》撰文说：“评论观点要鲜明，力戒空话、
套话、假话，改文风、切热点、有态度，还要主动亮
剑、敢于发声。越是观点鲜明、越有‘辣味’，就越
有战斗力。”

湖南日报社老总为什么这么看待评论工作？
是因为广大读者也爱看有“辣味”的评论。现在很
多人去饭店，在点菜问题上，总是很难达成一致意
见，有的饭店之所以推出“随便”这道菜，就是为了
应对“点菜难”；但如果有人提议去吃火锅，很容易
统一意见。

鲁迅先生的评论文章，不仅是“匕首、投
枪，也还有发聋振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
静夜钟声”。鲁迅先生是以评论为武器的战士，
他手中的笔就是“刀枪”；如果鲁迅先生活在今
天，他手中的“匕首、投枪”一定会变成“显微
镜”“手术刀”，针砭时弊，刮骨疗伤。让评论散
发出诱人的“辣味”香、“微辣”香，是报刊评
论的使命，也是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需
要。这个味道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
可或缺的“大众味”“百姓味”。

有人总结出吃火锅的几大好处。比如御寒
暖胃。冬季大家挤坐一起吃着冒热气的火锅不
仅可以对抗寒冷，还能互相给予抱团的力量，
增添友谊。比如营养吸收多。吃火锅营养损失
少，入锅食物营养素几乎可以完全吃进去。比
如想怎么吃都行。火锅调味品是自行搭配，锅
底也足够选择。读者“吃”着“麻辣火锅”式
评论，也同样会收获上述 3 种好处，从而爱上
报刊评论。

报刊评论做成“麻辣火锅”，让大家更喜爱。
报刊如果少了飘溢“辣味”香的评论，守正创新力
度就不够，斗争精神就不足，在众声喧哗中敲响

“定音鼓”、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就
很难充分彰显。

报刊评论飘出“辣味”香
□唐剑锋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
的国风爱好者相聚江苏常州茅山，参加
2023“国风大典”。参加活动的“00 后”

“含量”很高，随便拍张照片，画面中几
乎全是年轻面孔。一件衣服、一首歌
曲，为他们打开步入传统文化世界的大
门。这些年轻人把“锁”在博物馆中的
文化“复活”，让国风“吹”进生活。中
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
员刘京晶表示，国风已经不是一阵吹过
无痕的短暂流行风潮，而是成为一种具
有旺盛生命力的大众审美。（10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国风是什么？我看到过一个回答，
国风就是让人一看见就想起中国。”刘京
晶说。其实，无论汉服还是汉赋，无论

唐诗还是宋词，无论琵琶还是古筝，无论
京剧还是民谣，无论书法还是雕刻——可
以肯定的是，她一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华和瑰宝。

从某种意义上，国风既是中华文明的
根，也是中华儿女的魂。尽管“00 后”
爱上国风有若干理由，美，则是不少人
邂逅国风的深刻感受。况且“00后”受
到文化怀旧心理的影响，对“过去的美
好”总有一种探寻的情感，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对于喜欢追求个性和创新的

“00 后”来说，恰好提供了一个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和智库。

事实上，“70 后”“80 后”“90 后”
也有这样的爱好，在社交媒体的助力
下，现在各类兴趣圈层都能在网上找到

同好。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聚集到一
起，激起的涟漪将扩展到整个水面。当
然，更可贵的是如今的时代正是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文化自信
得到充分认同，这个时代“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新时
代改革开放成就的参与者和享有者，
青年一代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
感可以说与生俱来。在增强其主体认
同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同时，无疑也有
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当。最初，国风相
关内容主要通过音乐、动漫、游戏等
传播，现在则是从线上到线下无处不
在。受众不再仅满足于去消费别人的演

绎，而是主动参与和融入。尤其是作为
互联网原住民，“00 后”早已习惯使用
各类自媒体去传播国风。

国风不仅是一个文化层面的现象，
对“00 后”来说还与爱国等情感相关。
有专家指出，国风在保留中华传统文化
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创意表达方
式，并和国际接轨，“新中式美学”就诞
生了。“00 后”恰恰最年轻、最具创作
活力，社会应当大力鼓励他们，在努力
吸收全人类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世
界级的国风艺术，在世界范围做国风传
播，以助力树立中国新的世界文化形象。

当然，对国风潮亦当辩证思考，力
避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应站在当下，
吸取精华，开创未来。

喜看国风成“00后”的大众文化
□刘效仁

■杂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共20条，包括明确网络暴力的罪名
适用规则，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处
理规则，明确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
政策原则等，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
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作了全面、
系统的规定。

网络暴力是网络空间的毒瘤。在信
息爆炸和光速传播的时代，制造散布谣
言、肆意谩骂、侮辱诽谤、恶毒攻击、
泄露隐私等网络暴力问题日益突出，不

仅给受害者心理带来创伤，有的还造成
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
杀等严重后果。

相比传统的违法犯罪，网络暴力往
往针对陌生人实施，网络空间的匿名性
和即时性，使得受害人在确认侵害人、
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维权成
本极高。一些网络用户罔顾对自身言论
的应有约束，对他人合法权益进行肆意
践踏。特别是在“流量至上”的诱惑
下，更是助长了一些网暴参与者肆意妄
为的勇气。

为治理网络暴力，有关部门做了大

量工作，不断完善治理网络暴力的措
施，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此次“两高一
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进一步体现
了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的鲜明态度。

《指导意见》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坚持
严格执法司法，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
误倾向。其中明确提出，重点打击恶意发
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
不改者，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
织“水军”“打手”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
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等5种网暴情形，将
予以从重处罚。

同时，《指导意见》对网络暴力的适
用法律、诉讼程序、综合治理等作出更
加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比如，将
5 种网暴表现形态与刑法所规定的相应
罪名逐一对标；对于实施诽谤、侮辱等
网暴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这意味着，
从轻微的言语冒犯到严重的网暴犯罪行
为，只要符合立案和定责条件，都要依
法惩治。

在网暴违法犯罪中，网络平台责任
不可推卸。对此，《指导意见》也对网络
平台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倒逼其担
负起主体责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及
时发现和制止网暴行为。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是法治精神
的要义所在。《指导意见》的发布施行，
必将进一步提升网暴治理成效，有效维
护公民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惩治网络暴力 营造清朗空间
□付彪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震
惊体”“标题党”谣言文章成为老年人在社交
群转发较多的内容之一，大多与养生、健康等
话题相关。这些内容往往都经不起推敲，但许
多老年人却信以为真并疯狂转发。除了容易误
导受众以外，文中涉及的诈骗链接、恶意下
载、广告引流等问题也亟须引起关注。

“为维护老年人互联网场域的基本权益，
谣言治理刻不容缓。”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说，老年群体克服自
身思维定式接触网络，本应享受数字红利，通
过网络拉近与社会的距离，然而大量映入眼帘
的却是没有营养、以标题和噱头博取点击关
注、骗取老年人流量的网络谣言。如果不为老
年群体辟谣，则谣言的不良影响会蔓延扩散。
即便及时辟谣，也是对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打
击和热情的消耗。

对此，有业内专家建议对目前辟谣平台进
行整合，并增强平台宣传力度与曝光度，确保
辟谣的权威性，提升知名度，及时高效向老年
群体推送辟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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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体”“标题党”
为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