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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观察

“科技赋能”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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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3月28日—
30 日，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
成都召开。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部长胡和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曹淑敏，四
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会长聂辰席等出席大
会开幕式。胡和平、曹淑敏、黄强和中央
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成都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凤朝等分别发表致辞。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杨国瑞主持

开幕式。
开幕式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视听中国 全球播映”启动仪
式、“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文旅—广电合
作启动仪式、网络视听行业“创精品、谱
新篇”联合宣言发布仪式。同时，邀请
嘉宾围绕“文学和网络视听的双向奔
赴”“智能网络视听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AI 短视频的哲学逻辑和创新应用”等
发表演讲。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四川省委、省
政府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已
经成功举办11届，成为展示行业发展成果

的“显示器”和引领行业前进方向的“风向
标”。本届大会以“极视听·强赋能”为主
题，立足打造“权威发布平台、成果展示平
台、行业赋能平台、大众共享平台”的定
位，围绕壮大主流舆论、深耕精品内容、
强化科技赋能、深化行业治理、加强国际
传播等方面设置议题，在举办开幕式、主
论坛、技术和精品节目展的同时，开展近
40个主题论坛及发布活动、45场市民体
验活动和50个放映点展映活动，突出“权
威性、引领性、国际性”，注重新技术应用
和互动参与，更好展现大会“有人气、有
名气、有生气”的风貌。本届大会吸引

2000多家业内企业和机构、1万余名嘉宾
参会，推动行业各方深入交流与合作。

大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
究报告 （2024）》 显示，截至 2023 年
12月，网络视听用户数10.74亿，短视
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网络
视听市场规模超 1.15 万亿元，企业 66
万余家，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
个，职业主播超过 1500 万人。2023 年
上线主旋律类长视频作品播放量达
515.34亿次。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
复杂治理工作成效显著，用户体验大幅
提升，用户满意度占比达九成。

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蓉举办

以“奋进新征程 担负新使命”为
主题的2024中国网络媒体论坛，3月30
日将在云南昆明拉开帷幕。作为观察中
国网络媒体发展走向的重要窗口，这场
盛会将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
异，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深刻影
响着舆论环境、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
握全局、审时度势，作出推动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有关部门
单位坚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广大网
络媒体持续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创新传
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现象级融媒体产品
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正能量更加充
沛、主旋律更加高昂。

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当前，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

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整合

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到《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指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
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
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从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 印发，对新形势下如
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出具体部署，
到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的意见》 出台，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的总体要求……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实践路径更加
清晰，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以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主流媒体在
时代变革中“破茧蝶变”，“报网端微”
百花齐放，文图音视竞相发力，媒体融
合发展大格局正在形成——

主流媒体加快推进智能化、数字化

转型，以技术放飞灵感，以创意激活美
学，用受众喜欢的方式打开内容创新的
广阔空间，推出一批传得开、叫得响的

“爆款产品”，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

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

2023 年 2 月，“团结奋进新征程
奋楫扬帆再出发”2023 年网上重大主
题宣传启动，来自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
等走进改革发展一线，以生动鲜活的表
达、贴近网民的视角，展现各地各部门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成效。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
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有关部门深入
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培育积极健
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
等，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
音；开展“万山磅礴看主峰”“把青春

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盛世中华 何
以中国”等一系列品牌项目，以正能量
引领大流量。

各网络媒体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和舆
论引导，不断提升优质内容供给能力——

《追星星的人》展现一代代中国航
天人持续的坚守和付出；《超震撼航
拍——看，星光战胜火光！》扎根重庆
山火扑救现场，传递中国人民凝聚一
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伟大民族精
神；《丹心如画》以创意呈现，带领受
众共同感悟中国共产党的一片丹心……

一大批精品力作受到广大网民的
关注好评，网上主流舆论阵地持续巩
固壮大。

技术赋能媒体融合发展

去年4月，2023中国网络媒体论坛
“八点见”项目发布会上，多家机构带
来了媒体与技术融合的前沿探索——

（下转02版）

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我国网络媒体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字强

本报讯 （记者袁舒婕） 3月29日，中
国记协正式启动2024 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
助项目申报工作。

按照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
目实施办法》，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新
闻记者证或与新闻单位签订采编工作聘用或
返聘合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直接为新闻采
访报道提供服务的新闻工作者，为该项目的
援助对象。根据援助对象的不同情况，援助
金额分为4个等级：因公殉职的，10万元至
30 万元；因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积劳成
疾罹患大病、因在特殊地区或特殊环境工作
染患某种特殊疾病的，5 万元；因公导致
九、十级伤残，因重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
的，3万元；工作中受到轻伤、影响工作生
活的，1万元。

申请 2024 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
的援助事项，其发生日期一般应在2023年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因紧急治
疗、工伤认定、伤残程度鉴定及其他特殊
事由不能按时提出申请的，申请期限可适
当延长，援助事项发生日期不早于2022年7
月1日。

中国新闻工作者
援助项目启动申报

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 3月30日，由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举办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暨“循迹
溯源·运河文化绍兴行”百名文化记者采访
调研活动在绍兴启动。全国170余名副刊人
齐聚一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
重要讲话精神，共谋以副刊力量推动大运河
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会议的上半场，大家围绕新时代报纸
副刊如何深入读者、贴近群众，肩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各抒己见，以头脑风暴探寻副
刊砥砺前行之路。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范庆瑜等到场致辞，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编辑丁
以绣主持会议并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2023 年的工作作了报告。下半场会议中，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董宏君、孙德
宏，《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彭程，浙江日报
社全媒体文化新闻部主任吴蒂，《洛阳晚
报》 副刊部主任张广英等就“发挥好副刊
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副刊工作应肩负起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编辑写作两不误”
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中
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人民日报海
外版》 原总编辑丁振海在总结发言中，用
王国维的这句话期许大家在采风调研活动
中写出各具特色的好作品。会后，副刊编
辑、记者沿着浙东运河的20个点位进行采
风调研。

绍兴迎来副刊人盛会
百名记者沿运河采风

本报讯 （记者陈妙然）《中国共产党
历次代表大会史丛书（第一辑）》近日由中
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首部全面、系
统记述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的
丛书，兼具权威作者、最新观点、学术梳
理，丛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史丛书（第一
辑）》包括《中共一大史》、《中共二大史》、《中
共三大史》、《中共四大史》、《中共五大史》、

《中共六大史》、《中共七大史》、《中共八大
史》、《中共九大、十大史》（暂未出版）、《中共
十一大史》、《中共十二大史》11本，每本书既
讲述历次党代会的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和重
大影响等，也收录近年来的研究综述。

丛书为党史学习教育、党史研究宣传、
思想政治学习教育提供了系统、生动的参
考读物。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史
丛书第一辑出版发行

新华社昆明3月30日电 （记者王
思北 字强）以“奋进新征程 担负新使
命”为主题的2024中国网络媒体论坛30
日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央和国家机
关、媒体、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互联网企
业等各方代表参加论坛，围绕当前网络
内容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未来发
展的新思路新方向等展开交流探讨。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致辞中表示，
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
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大力推动全省网信
事业高质量发展，网络媒体见证和记录
了云南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拼搏奋
斗的发展历程，为云南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凝聚了广泛共识、注入了强劲动
力。云南网络传播的故事，既是国家繁

荣发展“大画卷”中的浓墨一笔，也是网
络媒体蓬勃生长“新景象”里的精彩一
章。真诚邀请广大媒体记录和传播中国
式现代化云南实践的万千气象，深入体
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挖掘更多动
人故事、暖人瞬间，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云南、爱上云南，通过云南这个窗口，认
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
任庄荣文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网络强国战略目标 10 周
年。10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
领航掌舵，指引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着网
络强国阔步迈进。10 年来，我们加强网
络内容建设管理，党的创新理论网上传
播入脑入心，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浓墨重

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
加高昂。推动网络媒体发展，要坚持核心
引领，筑牢亿万网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根
基；坚持围绕大局，展现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万千气象；坚持融合发展，构建一体
联动协同高效的传播格局；坚持改革创
新，掌握技术应用创新变革的时代主动。

新华通讯社社长傅华在致辞中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强国建
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强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互联网是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是媒体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平台。我们要善用信息化之
利，找准传媒变革的“入口处”，加快形成
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新质生产力，推动

传媒行业生产力质的飞跃。媒体要担负
新的文化使命，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新
闻报道的文化价值含量；向创新要动力，
以新技术赢得媒体发展“加速度”；用价
值导向驾驭创新方向，坚决捍卫新闻的
真实性；以“网”为桥、以媒为介，尽快在
国际舆论场生成放大“中国声量”。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3中国正能量网
络精品，启动了中央网信办2024年网上
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暨

“万千气象看中国”网络传播活动。论坛
期间，将举办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案例
分享会、网络文化精品建设主题论坛、“八
点见”创新项目发布会等7场主题活动。

本届论坛会期两天，由中央网信办、
新华社、云南省委网信委主办。

2024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昆明举行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
“开往春天的图书车”近日驶进分乡
镇南垭油菜花田，琳琅满目的读本
为孩子们和群众带来别样的田园阅
读感受。

近年来，夷陵大力推广全民阅读
活动，“流动图书车”根据不同年龄
阶段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配置不同
种类的图书，常态化组织开展阅读下
乡服务，实现了图书资源城乡共享。

张国荣/视觉中国

开往春天的图书车
驶进油菜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