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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博） 6月26日晚，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在重庆永川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姜辉，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陆亮等出
席开幕式。

陆亮表示，用科技的力量助力影视新
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科影共生、光映未
来”的生动图景和时代气象，是此次科技
电影周所要构建的核心主题与内容体系。
要力求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与创意，展
现新时代电影事业的与时俱进和开放包
容。他希望，广大电影人和电影机构以此
次电影周为契机，拥抱科影新技术，开拓

市场新蓝海，加快推进中国电影科技创新
和工业化进程，奋力实现电影领域的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由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
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和重庆市永川
区共建的西部电影科技创新中心在开幕式
上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同开展电影关键技
术的自主创新研究、标准制定、成果转化
和应用推广，以推动永川影视产业提质升
级。同时，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还将
通过创新中心提供电影产业全链条的技术
检测和认证服务。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还与重庆市

永川区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科技影视数字
技术与服务平台——科技影视数字资产平
台。该平台将通过云计算、计算机视觉
（CV）、计算机图形学 （CG）、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技术，实现对电影数字资产
的采集、存储、编辑、分发、交易等全流
程高效管理，并利用数字水印技术、区块
链技术实现分布式溯源追踪，为行业提供
安全可控的数字资产共享和交易服务。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传
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长
龚波，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参加活动。

本届电影周以“科影共生·光映未
来”为主题，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科学技
术局、重庆市广播电视局与永川区委、区
政府共同主办。

开幕式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与
意大利锡耶纳大地国际电影节签约结为姊
妹节，促进技术交流，激发创意火花。电
影周期间还将举办影视科创展览、高质量
的主题沙龙、全国大学生48小时虚拟制
作大赛决赛、大师讲堂、青年影人扶持计
划、电影项目创投座谈会、科技电影展映
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在渝开幕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根据 《锔盆女
孩》一书改编而成的同名音乐剧，近日在北京
物资学院运河剧院首演。

音乐剧《锔盆女孩》改编自新蕾出版社“中
国女孩”系列图书中的《锔盆女孩》，原著作者韩
静慧。故事以元代为背景，讲述突遇家庭变故的
女孩吉儿在漂泊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到掌握一门
手艺才能安身立命，于是在不懈努力下，吉儿成
了大运河畔锔匠铺里的小学徒，凭借勤劳和刻
苦学到了一身本领，为自己赢回了尊严。

音乐剧由北京市通州区文联、北京物资学
院联合出品，真实还原了元朝时代背景，带领
观众跨越千年岁月，领略传统技艺——锔瓷的
魅力。伴随着女主角吉儿大运河上那悠扬的长
调，现场观众纷纷为吉儿的坚强稚气、自强自
立动容，掌声雷动，久久不息。《锔盆女孩》
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

文学与音乐的碰撞，激荡出了这样一部蕴
含历史风味、传统技艺与人文精神的音乐剧佳
品。通过自强和坚持的成长故事，《锔盆女
孩》向观众展现着大运河文化的励志精神和汉
蒙文化的融合魅力。

新蕾社图书改编音乐剧在京首演

本报讯 （记者徐平）《潮汕经济史
稿》新书发布暨区域经济史研究座谈会日前
在广东广州举办。

《潮汕经济史稿》由汕头、潮州、揭阳
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位专家学者历
时7年共同编撰完成，新华出版社出版。全
书分为上、中、下三册，约170万字，系统
阐述了古代、近代、现代各历史时期潮汕经
济社会的发展状况，着重探究了各历史时期
潮汕经济发展的背景、主要动因、基本特
征、演化过程及其对潮汕地区社会、文化发
展的影响。

该书主编陈鸿宇表示，潮汕经济是中
国东南沿海较早与国内外市场发生紧密经
济联系的地域经济体之一，其发展演化过
程集合了近现代中国沿海经济的结构变
迁、制度变革以及与周边经济圈的多层互
动关系，对于区域经济史研究具有较典型
的样本意义。

《潮汕经济史稿》全景式
论述潮汕地区经济发展

“只有通过做优广告内容才能留住客
户”“着眼未来传播的发展趋势，构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媒体融合经营
发展新格局”……6月26日，2024中国报
业（新媒体）广告发展大会在甘肃天水举
行，来自部分中央新闻媒体和全国各地近
百家主流媒体的嘉宾，聚焦媒体融合大势
和报业经营高质量发展，总结报业广告经
营发展经验、梳理改革创新思路、探讨广
告经营新路径。

此次大会以“探索新路径 激发向新
力”为主题，由中国报业协会、天水市政
府、甘肃报业协会、甘肃日报社、甘肃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天水市委宣传部、甘肃
新媒体集团、中国报业协会广告工作委员
会承办。

培育新质生产力成报业重
启增长关键

“今年是媒体融合的第11个年头，改
革挺进深水区，报业（新媒体）经营模式
发生巨变，进入融媒体新营销和多元化经
营阶段。”中国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明
立志介绍说，面对媒体生态重构、传统经
营业务萎缩、竞争赛道改变等多重变化，
全国报业（新媒体）系统经营模式展现出
强大的适应力和创新力，积极应对，勇于
转型，不断探索新的经营发展策略，创新
业务形态，跨界开拓多样化产业，在全面

转型的时代大潮中不断翻越重重高山，重
装上阵、重建链接、重振士气，推进媒体
服务下沉，挖存量、寻增量，相当多的报
业（新媒体）已经成功创造了一系列具有
深远影响力的经营发展典范，为行业的持
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前媒体广告
经营面临着诸多挑战，培育新质生产力已
成为行业发展和重启增长的关键。”

明立志说，2023 年，我国报业 （新
媒体）融合转型、经营模式创新取得显著
成效，全国报业传媒集团营收规模稳中求
进，同比增幅达 6.8%，不同类型媒体正
在自身资源特点的基础上触摸到适合自身
的广告经营发展路径。

“面对科技变革带来的媒体融合全链
条产业变革，我们深刻意识到媒体融合不
仅仅是理念融、机制融、采编融、人员
融，经营转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中
国报业协会常务理事、甘肃报业协会会长
王光庆表示，推动报业经营发展，持续夯
实广告经营“基本盘”，关乎媒体融合成
败，更关乎报业高质量发展。

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
闻办主任张斌强看来，一是要通过技术赋
能提质增效，加快广告业技术创新、加快
内容生产创新和广告经营方式创新，加强
广告与不同性质和领域间的媒介联动发
展，持续推动广告经营提质增效；二是要
通过优化升级产业布局，加强与互联网产
业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广告经营模式，以

“互联网+”为核心，以产品开发、市场
开拓、品牌树立为关键，推动报业产业链
供应链优化升级，打造“优质原创内容+
增值服务”产业链，用跨媒介、跨平台、
跨终端整合服务，实现广告经营的良性循
环及造血能力的持续提升。

用互联网思维重构媒体生
产与经营模式

一个个典型案例，一个个新颖观点，
为加快培育和发展符合自身、契合市场、
吻合规律的媒体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媒
体经营发展进入新业态、新赛道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新动力。

甘肃日报社社长，甘肃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巩炜介绍，甘肃日报
社、甘肃日报报业集团、甘肃新媒体集团
在实践中持续推动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经营模式、创新管理等的融合
发展，新媒体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在推动
媒体融合方面，“新甘肃云”对市、县级
融媒体中心的技术支撑不断增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省、市、县三级平台全面上
线。在产业经营方面，通过稳住广告、发
行、印务等传统经营基本盘，守正创新坚
持“内容为王”传播规律，持续扩大主流
媒体的价值影响力版图。

今年6 月，《羊城晚报》 品牌价值增
至719.58亿元，继续蝉联全国晚报榜首。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经委会委员、羊城晚报
广告公司总经理李艳文说：“我们按照

‘一核双轮三驱动’的发展思路，让《羊
城晚报》已经从一张报纸，变成一个立体
传播、全媒体发展的文化平台。”

“在互联网背景下，实现媒体融合
经营的成功转型，就要用互联网思维完
成生产与经营的流程再造，重构媒体生
产与经营的商业模式，着眼未来传播的
发展趋势，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媒体融合经营发展新格局。”甘
肃新媒体集团总经理、甘肃报业协会秘
书长徐先荣认为，新媒体运营内容是基
本盘，技术是支撑力，模式是突破点，
活动是融合点。媒体经营高质量发展，
应顺势而生、应势而动，乘势而起、顺
势而行。

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廷栋
说，无锡报业通过不断深耕垂直行业融
合，陆续打通全集团资源，成立了教育、
健康、财经和房产等多个垂直事业部。同
时，无锡报业成立融媒体运营中心，通过
全面优化整合事业部资源，创新体制机
制，努力解决垂直融媒事业部小而散、内
容瓶颈赋能不够的突出问题。

“很多理念和观点让我受益匪浅，我
将不断思考如何延伸媒体的服务半径，放
大主流媒体传播的优势，让作品出圈出
彩。”甘肃省定西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
张含华收获满满地说。

2024中国报业（新媒体）广告发展大会在甘肃天水举办——

探索报业发展新路径 激发改革创新“向新力”
□本报记者 田野

本报讯 （记者洪玉华）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中国耕地土壤论著系列”图书日前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系列包括 《中国黑土》《中国红壤》
《中国黄壤》《中国棕壤》《中国黄绵土》《中
国紫色土》《中国潮土》《中国灌淤土》《中
国砂姜黑土》《中国水稻土》10个分册，系
统阐述各种类型耕地土壤的形成机理、演变
过程、养分状况、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可持
续利用对策与建议等。

“中国耕地土壤论著系列”由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张兴旺担任编委会主任，农业农
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组织实施，来
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北京农林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逾百名专家执
笔。丛书为因地制宜地开展耕地土壤培肥
改良与治理修复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当
前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提
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农业社推出
“中国耕地土壤论著系列”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 2024 年法
国电影展映开幕式和全国启动仪式日前分
别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及北京百老汇电影中
心举行。

据了解，由法国影视联盟主办，法国
驻华大使馆协办的法国电影展映，自
2004 年首届在北京举办至今，积极向中
国观众推介法国电影，促进中法文化交
流。2024 年法国电影展映在各版权方和
合作影院的共同努力下，为中国观众带来
8 部新近法国电影长片和 1 部短片佳作，
呈现了当代法国电影的多样性。同时，
2024 年法国电影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南
京、武汉、西安、广州、深圳、昆明、杭
州、成都和济南等10个城市巡回。

开幕式上，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表
示，2024年不仅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

是法国电影展映20周年，非常高兴能与
中国国家电影局合作，共同推动电影的百
花齐放，让观众有机会在影院欣赏到当
代高质量影片。时光飞逝，如今的法国
电影展映已成为中国影迷不可错过的盛
会，同时也是一次探索法国影视作品与
艺术家们交流，并分享自己感悟的绝佳
机会。

作为 2024 年法国电影展映宣传大
使，演员章子怡表达了对法国电影和法国
电影人的喜爱与关注。她表示，自己与戛
纳电影节多次结缘，戛纳电影节不仅见证
了她的成长，也为中国电影和电影人提供
了展示自身的机会。正因如此，她也与法
国电影和电影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随后，本次法国电影展映开幕影片
《法式火锅》 的导演陈英雄、服装及艺

术指导陈女氤溪，以及展映影片 《戈德
曼审判》 的导演塞德里克·康上台发
言，分别为观众介绍了各自为本次法国
电影展映带来的影片。其中，《法式火
锅》 入围 2023 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并助力陈英雄获得最佳导演奖，

《戈德曼审判》 则是 2023 戛纳电影节导
演双周单元开幕片。

陈英雄表示，非常开心能够将这部影
片带给中国观众。获奖后的9个月中他已
经跟着这部影片去了很多地方，受到了非
常多的关注，希望观众能在银幕上“大饱
眼福”。

陈女氤溪表示：“我在上海国际电影
节期间观看了《法式火锅》的放映效果，
并对中国院线的设备和设施非常惊讶。相
信北京的观众也一定能在设备完善、环境

优雅的影院里收获更多惊喜。”
“拍电影是一次考验，去戛纳则是第

二次考验。”塞德里克·康表示，很期待中
国观众对影片《戈德曼审判》的看法，并
感谢本届影展对其创作的认可和肯定。

开幕式后，法国电影展映全国启动仪
式如期举行。仪式上，法国驻华使馆影视
专员黄丽娅表示，今年法国电影展映选
择的影片创作者中大部分既是导演也是
编剧，不管是年轻的艺术家还是颇有成
就的导演都贡献了自己的优秀作品。观
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到每位艺术家不同的
特点，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打破循规
蹈矩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新的观感和体
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欣赏不同风格
的影片，因为它们代表了法国电影的多
元和创新。

2024年法国电影展映开启全国巡回
巡回城市包括北京南京武汉西安广州深圳昆明杭州成都济南

《锔盆女孩》音乐剧演出现场。 新蕾出版社 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主办的《（新编） 中国通史纲要》

《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多语种签约仪式暨
“古文明与新技术的碰撞：人工智能时代的
翻译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

《（新编） 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
史简明读本》两本力作立足新时代历史学研
究、考古发现最新成果，从政治、经济、文
化、民族等不同侧面讲述中国历史，阐明中
华民族精神价值和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是
将最新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兼具学理性和可
读性的简明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马援表示，
《（新编） 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
明读本》多语种版本的策划与出版，将为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文明交流
和互鉴作出重要贡献。

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介
绍，目前，丛书已签约包括英文、法文、俄
文、西文等在内的13个语种，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正组织国内一流译者，全力推进英
文版的翻译出版。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等
多语种出版签约

本报讯 当地时间6月27日，由译林出
版社和韩国外国语大学联合承办的刘亮程作
品中韩共读会在韩国首尔举行。

活动围绕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亮程的
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展开，吸引
了来自中韩两国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共同
分享和交流。据悉，译林出版社于2022 年
输出《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版权。

刘亮程现场作了以《家乡的风声里有全
世界的声音》为题的文学创作讲座，他感谢
韩国书坛子出版社为《一个人的村庄》韩文
版的出版和发行作出的努力，希望书中描述
的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能跨越语言的藩篱，
引起亚洲乃至全世界读者的共鸣。

韩国书坛子出版社社长姜圣民表示，文
学的魅力在于沟通人类心灵间的遥远距离，
相信《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将进一步推动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传播，从而感动世界范围
内更多读者。

韩国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承镛、中
文系教授兼孔子学院韩方院长罗敏求、韩
中系主任金珍我等共同探讨了文学写作和
翻译的话题，30 多位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青
年学生与刘亮程分享阅读心得，共同朗读
作品选段。

共读会结束后，中韩双方出版社和刘亮
程签署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的韩
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闫松）

刘亮程作品中韩共读会
在首尔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