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阅
读

社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查询电话：（010）87622114 邮编：10012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松榆里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900012015027658 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16号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国外总发行：北京399信箱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每份1.37元 录入组版：本报机房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观点速览

探索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
■2024年3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李子木 ■版式：桂政俊 ■责校：耿道川 ■邮箱：zbs404406@163.com ■热线：（010）87622067

应该说，经过多年深入治理，APP乱象
已经大为减少，但有的乱象如牛皮癣般具有
反复性。同时，旧的乱象消除，新的乱象在
不断冒出来。此外，有的APP不仅跟用户玩

“捉迷藏”的游戏，也跟监管部门玩阳奉阴
违的伎俩，明应允、假整改，或敷衍塞责，
消极应对。

对假整改要真惩处，特别是那些屡屡踩
踏红线的APP更要重拳出击。正如国家网信
办所称，对于违法违规APP始终保持“零容
忍”态度，一经发现，立即查处，绝不姑息。

如何有力有效治理APP乱象？有全国人
大代表建议从立法、监管、技术等方面入手。
比如，针对网络弹窗广告乱象制定专门规定，
从立法层面健全完善“一键关闭”制度的规则
要求。针对“大数据杀熟”等乱象，有全国政协
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
系，加快人工智能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以应对
诸如算法歧视、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霸
权等伦理和法律问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消除APP乱象不
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法治、
精准监督等手段最大程度压缩其生成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可激发广大用户的参与
热情。对于用户来说，他们是APP乱象的直
接受害者，对如何消除APP乱象有发言权，
也不乏监督热情。以用户痛点为出发点，以
提升用户良好体验为落脚点，治理成效将更
为明显。

（3月11日 人民网 邱风）

APP跟用户“勾心斗角”
必然付出惨痛代价

2024年1月，国家数据局联合有关部
门印发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提出，到 2026 年年
底，数据要素应用广度和深度大幅拓展，
在经济发展领域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得到显
现，形成相对完善的数据产业生态，数据
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驱动力量。这标志着，国家层面对
发展数据产业作出新的部署。

近年来学术界对数据产业的研究也一
直方兴未艾，2022 年中信出版集团推出

《第四产业：数据业的未来图景》一书可
算代表之作。该书写作团队由长期从事宏
观经济、产业政策、经济运行、数字经济
等不同领域研究的多位业内人士、专家学
者组成。全书围绕数据业发展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旁征博引、贯
通中外，生动鲜活地讲事实、说道理，为
读者展示数据业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前景，
引人思考、给人启发。

启迪之一：
对数据前世今生的再揭秘

书中解释了数和数据在人类社会发展
进步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作者认为，数组
织和记录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我们的思
想、行动、表达都离不开数，整个人类文
明都是在数的概念基础上发展的。古希腊
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之源，
整个宇宙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中国
古人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之说，用数表述并记载二十四节气。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数都是嵌入其中扮
演关键角色的重要一环。农业社会的人类
使用数进行统计和计算。进入工业社会，
仅用0和1这两个数便撬动起一个崭新的
计算机时代。自从使用了数字，人类社会
就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变革，人类文明就焕
然一新。人类用数激发和革新着生产力，
以数学为基础推动科学发展、产业革命。
数千年来，数产生作用的总趋势是越来越
重要的。

就其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影响而言，最
突出的是反映在数根本改变人类物质生活
方式的产业革命上。人类历史上先后共有
三次重大产业革命，分别是发生在18世
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发生在
19 世纪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发生
在20世纪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
的一、二、三次产业革命，这三次产业革
命主体技术都与数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
应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直至 20 世纪互联网出现并迅速普
及，数据技术高歌猛进，低成本记录数
据、积累数据、利用数据才真正成为可
能。特别是近年来，数据被广泛应用于人
类社会生产生活、管理治理，成为并列于
资本、劳动、土地等的要素禀赋。作者认
为，数据要素的出现，对世界的影响不亚
于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必将奏
响人类文明新的凯歌。

启迪之二：
对数据产业内涵外延的新界定

关于第四产业的概念，近年来学术界
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将其定义为公共服
务，有的将其定义为知识产业，有的将其
定义为创新产业，有的将其定义为信息服
务业。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就提出，第四
产业是从第三产业剥离出来的，是解决人
对信息需求的产业，包括信息的加工、智
慧化的提升，即信息服务业，也就是数字
经济。

作者认为，从人类未来发展史的角
度，第四产业应具备四条初步标准。一是
递进性。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之间，
存在不断衍生、层次递进的关系，第四产
业应该是一个能够在第一、二、三产业基
础上，衍生形成全新产品和服务的新兴产
业，大大提升人类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二
是引领性。理想的第四产业应代表技术革
新发展大趋势，前瞻性地识别科技演进的
未来方向，并对现有生产生活方式形成革
命性、颠覆性的影响。三是可区分性。经
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第一、二、三产业
在自然资源使用、生产单位规模、生产过
程、最终产品、资源使用比重、总产出比
重六个方面都各具特点，这六个要素相当
于区分不同产业的“界碑”。据此，作者
认为第四产业也应该与传统的三次产业存
在系统性区别。四是产出有形性。第一产

业产出“看得见、摸得着”，是实打实的
自然物；第二产业产出“看得见、摸得
着”，是人工产物；第三产业产出“看得
见、摸不着”，是人工产物；第四产业产
出应该是“看不见、摸不着”，这样才能
与前三产业形成鲜明区分，否则就应当并
入前三产业之中。

作者进一步认为，数据业包含了三个
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分别是
数据价值化、数据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并以此为基础，对核算数字业进行了尝
试，初步认定2020年中国数字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9.3%。这一提炼，与国家《“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数字经济的界
定有相通之处。该规划认为，数字经济是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
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
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
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启迪之三：
对捕捉数据产业新机遇的前瞻洞见

作者毫不含糊地提出，如今数据已经
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从幕后走
到台前，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而且这并
不是数据在产业发展史中的顶点高潮，
而仅仅标志着人类产业的未来史即将拉
开大幕——数据业是创造未来史的主角！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据对几乎所有
产业都进行着强渗透：它既是传统产业的
助燃剂，又是新兴产业的催化剂，还是不
同产业的黏合剂，更是未来产业的推进
剂。数据的采集、流通、挖掘、分析以及
研究和应用，正在推进新技术、新产业的
升级跃迁，同时还不断激发新业态、新模
式的诞生成长。

在后记中，作者再次满怀深情告诉读
者，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能够亲眼看见数
据颠覆传统世界的时代，新的产业形态将

带着我们穿越未知的重重迷雾，跨过自然
极限的巍巍山巅，翱翔在虚拟和现实交错
的浩瀚苍穹，这是第四产业带给人类的

“元宇宙”。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个能
够颠覆传统世界的数据时代，第四产业注
定要书写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
代、一个被载入人类史册的数据时代。中
国的数据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
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理解数
据，拥抱数据，运用数据，中国经济的未
来更加不可限量。

启迪之四：
对数据产业风险防控的清醒认知

事实上，数据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安
全风险是多方面的。比如个人隐私保护问
题，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很可能导致身份盗
窃、财务损失以及其他恶意活动；比如商
业机密保护问题，如果企业商业机密数据
遭到泄露，很可能对企业利益、声誉等造
成严重影响；比如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公
共数据泄露频发或者遭到黑客攻击，很可
能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等等。

作者重点关注了几个方面。首当其冲
的是，算法对劳动者和消费者剩余的隐蔽
榨取。算法与数据相伴相生，对数据的任
何处理都有赖于算法。算法与数据的强强
联合，使得人类以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方式
迈进数据时代。算法的直接优势在于，提
升了信息匹配效率，大大降低了交易成
本。作者同样关注了数据资本的无序扩张
和“赢者通吃”，关注了数据漏税和“双
支柱”全球税改，关注了数据的跨境泄露
和数据黑市等，提醒人们及早应对数据产
业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隐患。不仅如此，
作者还揭示，数据产业已经和正在深刻改
变国际关系。在政治博弈方面，数据网络
空间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角逐
场所，在新冠疫情期间，美西方通过推
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大肆向中国泼脏水就
是如此；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借助数据技
术，通过暴力、经济施压、颠覆、外交等
手段，迫使对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体
现在经济角力方面，有的国家打压他国数
据技术先进头部企业，构建自身的“数据
霸权”。体现在安全渗透方面，网络攻击
等早已屡见不鲜。可以说，数据产业深刻
改变大国竞争的焦点，争夺信息技术先导
权、数据经贸规则话语权、网络空间划分
规则制定权等，正成为显见的大趋势。这
些，无疑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向新而行，数字产业如何蝶变腾飞
□黄薇

融媒时代，少儿期刊发展面临巨大的
机遇和挑战，既有产品脱颖而出占领市
场，也有产品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新形势
对少儿期刊的内容质量和传播形式等都提
出了更高要求。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少儿期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需要不断开拓新领域、探寻新方法、
解决新问题。

一、少儿期刊现存问题

我国少儿期刊着力挖掘文化选题、推
动文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文化内容存在同质化、零散化现
象。融媒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形
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少儿期刊的内容
策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少儿期刊把
重点放在现代科学知识普及等方面，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相对较少；有的则仅在
每年新年、中秋等重大节日时段，组织一
批内容与形式都很类似的稿件。这容易出
现两种现象：一是同质化现象，不同期刊
相关栏目设置、内容表达、装帧设计等风
格趋同，缺乏个性化的视角和表达，影响
少儿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零散化现
象，忽视文化的多样性，未能科学整合文
化资源、形成出版框架和系统，一定程度
上造成资源浪费。

二是优质选题缺乏合理设计、深入挖
掘。当下，人们对优质内容和服务的需求越
来越大，少儿期刊编辑需要从海量信息中
筛出优质信息并进行深度加工。编辑工作
难度升级，极个别作品出现导向问题或常
识性差错，如受日本、中国港台地区动画画
风影响，在弘扬传统文化时存在少儿形象
及服饰呈现不准确现象，或是对古代二十
四孝故事缺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
个别作品未能根据不同年龄段特征进行个
性化设计，如有的作品灌输传统价值观和
道德规范的方式过于生硬，或是针对低龄
幼儿的期刊缺乏可画、可折、可剪、可贴的
游戏设计，导致少儿失去阅读兴趣。有的作
品则只注重文化表层故事的叙述，缺乏对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
深入挖掘，导致少儿对传统文化的欣赏仅
限于故事本身，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

三是传播形式未能与时俱进、服务受
众。无论是少儿期刊出版单位的数字化建
设，还是少儿期刊相关产品的数字化开
发，目前都存在规模小、经验少、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动画、游戏、虚拟
现实等媒体形式盛行的当下，一些少儿期
刊已经有自己的在线阅读、移动阅读平
台，但部分少儿期刊的数字化建设还未起
步，未能很好地增强受众黏性、提升阅读
感受，同时也限制了文化传播范围和传播
效果。数字化开发、跨界融合开发对人力
物力财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加上相关法律
法规相对滞后、行业标准未建立、侵权问
题凸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这些都影响
着少儿期刊的出版融合进程。

二、少儿期刊优化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历史的沉
淀，内容璀璨而繁杂。少儿期刊应以高度
的政治觉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传统文化
进行辨析筛选，以融媒思维和“少儿本
位 ” 理 念 进 行 编 辑 加 工 ， 让 内 容 更

“优”、形式更“活”、传播更“广”。
一要重视专题专栏专刊的聚合力。推

出专题，做好文化宣传。少儿期刊应跟紧
跟进年度重大主题和热点事件，在重要时
间节点推出相关专题，营造浓厚的舆论氛
围。“同题作文”要做出新意，可以在深
化、细化上下功夫，实现资源的整合利
用。如在“龙”年挖掘“龙”元素非遗人
故事，结合体验式手工制作；在“二十四
节气”前后推出“闽味二十四节气”等视
频专辑，让少儿通过最能感知的地域饮食
文化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设专栏，深耕文化沃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以将资源细化分
类，以专栏形式分批次持续性输出。如有
少儿期刊开设“诗词中的历史”“诗词中
的人物”“诗词中的科学”等系列专栏，
以漫画的形式多角度讲透诗歌内涵；还有
少儿期刊开设“舌尖上的中国”“脚尖上

的中国”“笔尖上的中国”等系列专栏，
配发相关H5作品，运用“五觉法”让少
儿深度感受祖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打造专刊，挖掘文化内涵。可以利用
专刊、增刊、赠刊等多种形式，集中深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以“守诚信”

“求大同”等为专刊主题，讲好历史故
事、推介名人佳作，并组织同题辩论、刊
发同题习作，让少儿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推出方言专刊，聚焦
有趣的谚语、俚语、歇后语，串联相关的
民俗风情、历史故事、童谣戏曲，还可以
以二维码链接音视频的形式配合呈现。

二要重视文化传承弘扬的细节力。融
入时代，增强少儿认同。少儿期刊可以把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
力。如从“中国非遗”讲到“大国工
匠”，展现从古至今追求极致技艺的匠人
之心，传递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
匠精神；从“嫦娥奔月”讲到“航天精
神”，以小故事展现时代大变化，描述现
代文明托起的绚丽飞天梦，增强少儿的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融入故事，激发少儿想象。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故事，有情节、带感情的
讲述可以让知识变得有趣，给少儿插上想
象的翅膀。如把主题宣传与儿童文学题材
结合，推出“烽火长征路”专栏，以小红
军的视角介绍祖国山川地貌、讲述红色革
命故事，以有血有泪的故事情节引发少儿
的情感共鸣；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推出
少数民族儿童故事连载，以少儿视角记录
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变化、展现国家政策成
效，凸显故事性、文学性与艺术性。

融入美学，滋养少儿心灵。少儿对美的
认知是在学习阅读、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东方美学密不可
分，如金碧辉煌的故宫、青砖黛瓦的古镇，
飘逸淡雅的魏晋大袖衫、瑰丽多姿的唐代
百鸟裙，明月美酒般的唐诗、香茗清风样的
宋词……还有地方特色文化，如福建的刺
绣、剪纸、泥塑、木雕等。把这些元素融入到
标题行文、装帧设计、动画游戏甚至是故事
线索中，无形中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审美标准。
三要重视出版融合发展的服务力。出

版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出版单位应在原
有基础上，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借
出版融合的东风，行互动服务的大船，以
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

媒体融合，服务互动模式。可以开通
微博、知乎、B站等社交媒体账号，或搭
建官方论坛、网站，为读者提供集中讨论
和分享的平台，了解主要受众阅读习惯及
其喜好、需求；也可以与文化单位一起做
专题直播、AI 主播视频等，用好评论、
点赞、转发、弹幕等实时互动工具。可以
单向推送文化故事、诗歌童谣、非遗手工
等音视频；也可以双向互动实现读者订阅
故事、习作修改、征稿互动等，并通过预
设情境让受众有新的期待。

开发产品，服务亲子学习。可以以书配
盘、点读笔、二维码等多种形式配发相关文
章、衍生音视频；也可以制作投放于各个平
台的独立在线音视频，或是随正刊赠送的
发声玩具书等；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深入开发文化产品，
如虚拟展览、互动小游戏等，提升沉浸式体
验感。要注意与刊物本身内容的紧密联系，
做出高质量的品牌文化产品。

组织活动，服务少儿成长。可以通过
话题互动、问卷互动、编读互动等刊内互
动，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竞赛活动、走
访互动等刊外互动。如设置“猜猜他是
谁”话题，通过扫码可收听收看小读者提
供的介绍家乡一位革命人物事迹的音视
频，让大家猜猜这位革命人物是谁；带领
少儿走进古村落，找寻远古文明的印记、
聆听文物专家的解析、参与当地的民俗活
动，近距离感受历史与文明魅力，并以小
记者采访视频的形式呈现。

融媒时代，少儿期刊要坚守舆论阵地，
传播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坚
持守正创新，加强精品创作，打造文化品
牌，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要进一步做好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为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福建省出版物监测与研究
中心）

融媒时代少儿期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探析
□吴琦欢

在大会现场聆听政府工作报告时，首位
盲人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拿到了一份特别的
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上有序排列着凹
凸的盲文，这是全国人大会议历史上首份盲
文版政府工作报告。（3月6日广州日报新花
城客户端）

首份盲文版政府工作报告，意义远大于
形式。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是对去年9月1
日起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积极践行，
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有数据统计，在我们身边平均每100人
就可能有一位视障人士。在我国巨大的人口
规模下，“百分之一”已然是千万量级。中
国的视障人士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我们这
个“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路上，他们不只是受益者，更
是参与者——既要与他们共享社会发展成
果，也要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声”。

从首位盲人人大代表，到首份盲文版代
表建议答复，再到首份盲文版政府工作报
告，细微贴心的变化，生动诠释着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王永澄所感慨，自己
履职一年来，建议件件有回复，切身感受到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澎湃脉动。他的声音，既
代表了众多残疾人的心声，也让“看不见的
我们”被更多人看见。

民主“见”于细微。将一份份建议转化
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既是王永澄
的心愿，也是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的具体要求。努力让民主的“触角”不断向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细节延伸，全过
程人民民主将更加可感可触。

（3月12日 大洋网 陈文杰）

“盲文版报告”
助力无障碍履职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据对几乎所有产业都进行着强

渗透：它既是传统产业的助燃剂，又是新兴产业的催化

剂，还是不同产业的黏合剂，更是未来产业的推进剂。数

据的采集、流通、挖掘、分析以及研究和应用，正在推进

新技术、新产业的升级跃迁，同时还不断激发新业态、新

模式的诞生成长。

民族志纪录片是基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
规范而用影像书写的文本，承担着深度描绘
和阐释一种文化的功能。在近一百年的发展
过程中，民族志纪录片的记录范围从民族
文化扩展到城市社区、工业社会等广阔领
域。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民族志纪
录片强调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科学规范，主
张不将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观念带入拍摄
中，从而使民族志纪录片拥有“客观”“真
实”的鲜明特性。

正是基于“科学”“学术”的客观性，
民族志纪录片的宣传作用是隐性的，同时也
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志
纪录片曾经为西方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户，如《云之南》等作品曾一度在西方广泛
传播，被称为“最中国的文化”和“最中国
的故事”，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今天，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民族志纪
录片以其科学性、真实性的媒介特征，在塑
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功能价
值，应被高度重视。

民族志纪录片已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交流
的一个领域，在全世界形成了不少于100个
各种类型的国际或地方性民族志影展，由此
建构出一个全球性跨文化交流系统，其表
层为学术和文化传播，其实质则是不同国
家通过这一带有文化传统展示和文化资源
输出的媒介，来建构自己在国际话语系统
中的发言权，成为展现国家文化地位的一
种传播平台。

（3月13日 《中国艺术报》 郑茜）

民族志纪录片是对外
讲好中国故事的良好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