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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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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1 月，《诗刊》 创刊号刊
登 了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18 首 诗 词 。 此
后，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也曾在《诗刊》发表作品。《诗刊》
也是新诗创作和发表的重要阵地，艾青、
贺敬之、郭小川、卞之琳、余光中、舒婷等
的代表作都曾登上《诗刊》。《诗刊》的历
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缩影。

这份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
老牌诗歌刊物，当下的发展之路却越走
越年轻。

今年初，《诗刊》大胆改版，根据
读者的需求扩展栏目、增加传播渠道，
广受好评。10月，《诗刊》社第40届青
春诗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不少年轻诗人
通过这一平台脱颖而出。日前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表示，《诗刊》始
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让诗歌走进
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成为新一代人文化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敏锐识变 打造广阔平台

李少君 17 岁考入武汉大学，19 岁
参与创立“珞珈诗派”，21岁到海南闯
荡。在《海南日报》，他担任周末版副
主编兼读书版主编，以一支笔撑起一个
个版面。他也曾掌舵《天涯》杂志长达
10年。他创作的诗歌《傍晚》《神降临

的小站》等入选大学语文教材，英文诗
集《我是有大海的人》《碧玉》等在英
国、美国出版。

2014 年，李少君来到 《诗刊》 社
任副主编，2018 年起任主编。这一阶
段的 《诗刊》 逐渐走向平民化和大众
化。“大量打工诗人在《诗刊》上崭露
头角，我们致力于为基层诗人创造一个
更加包容和广阔的平台。”

面临新的形势，李少君敏锐地意识
到《诗刊》在两个方面需要加强。其一
是理论评论问题。由于各种原因，《诗
刊》理论评论有所弱化，他有意识地在
这方面开展工作，《诗刊》也因此成为
文学界最早对新时代诗歌进行较深入讨
论的杂志。

其二是翻译工作滞后的问题。李少
君告诉记者，《诗刊》一直设有《国际诗
坛》栏目，但更关注已故国际诗坛名家的
作品。他认为，《诗刊》要与世界保持同
步，必须翻译当下活跃在国际诗坛上的
诗人的作品。读者后续的反馈，也印证了
加强当代国际诗坛诗歌翻译的必要。

融媒传播时代，诗歌的创作、传
播、评价等都发生了变化。对此，《诗
刊》社积极应对，从单纯的诗歌杂志发
展为容纳《中华辞赋》杂志和中国诗歌
网的综合平台。“中国诗歌网作为具有
影响力的诗歌平台，包括微信订阅用户

和网络注册用户在内，我们的用户已超
过160万。”

全新改版 呼应时代之需

《诗刊》2024年的头等大事，就是
改版。

2023年7月3日，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张宏森与《诗刊》社的有关同志进行
了座谈，对《诗刊》社提出了“领一代
诗风、开诗坛生面、树诗歌正气、融新
诗万象”的四点要求。他要求，以《诗
刊》改版为契机，塑造诗歌发展的新格
局，引领诗歌创作方向，努力推进中国
诗歌的现代化进程。经过半年多的筹
备，《诗刊》于2024年实现全新改版。

从2024年第1期开始，《诗刊》由
半月刊改为月刊，每期页码为 208 页。

《第一现场》《大家阅读》《长调歌行》
《双子星座》《百家诗论》《数字诗
界》……丰富的栏目让人耳目一新。

李少君谈道，改版工作经历了诸多
艰辛，前后进行了十几次修改。中国作
家协会将其视为年度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例如封
面设计，我们提出了二三十个方案，最
终才形成了如今的封面样式。《诗刊》
的改版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事情，也是
中国作协全力推进的成果，更离不开全
国诗歌界的共同努力。” （下转02版）

67岁老牌诗歌刊物发展之路越走越年轻，《诗刊》社主编李少君：

让诗歌与时代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本报讯 （记者徐平） 12 月4 日，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今日广东国际传播研
究院成立大会暨“读懂湾区”国际传播
研讨会在 2024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广州）上举行。

作为国际传播领域的媒体智库，今
日 广 东 国 际 传 播 研 究 院 （GDToday
Think Tank，英文简称 GDTT） 将充
分发挥媒体链接优势、传播优势、调查

优势，以融媒生产为核心，以智能技术
为赋能，以调研报告为工具，以论坛沙
龙为抓手，以话语权建构为目标，致力
于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链条上的重
要一环。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今日广
东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灿表示，成立
今日广东国际传播研究院，并组建全球
湾区智库联盟，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构

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媒体
智库化转型的又一重要举措。研究院将
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发展提供
国际方案，帮助世界发现中国机遇，帮
助广东塑造国际形象，服务中外企业和
文化出海，不断壮大知华友华“朋友
圈”，壮大读懂中国的声音。

今日广东国际传播研究院宣布启动
4个重点项目。其中，GDToday （今日

广东） 客户端正式上线 GDToday 智库
频道。该频道将立足广东和粤港澳大
湾区，围绕国内外热点话题，对话世
界各地智库专家，打造国际传播立体
生态圈。

据悉，2025 年，广东省 21 个地级
以上城市有望全部在 GDToday 客户端
开设城市频道，GDToday 将全力赋能
广东各个城市国际形象传播工作。

今日广东国际传播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12月3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揭牌运行仪式在福
州举行。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祖翼，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出席活动并致辞，共同
为总站揭牌。

周祖翼表示，当前，福建全省上下正在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接续谱写新福建建设新
篇章。这需要包括总台在内的广大主流媒体
提供强大舆论支持、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希
望以总站揭牌运行为契机，共同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始终高扬思想旗帜，深挖用好福建理论
和实践“富矿”，助力福建文化强省建设；
持续讲好福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八闽文
化的气韵和风采；不断拓展在媒体活动、文
旅项目、体育竞技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携手
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福建将努力创造条
件，为总站开展工作营造良好环境。

慎海雄在致辞中表示，总台将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生动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关怀
福建发展的故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
实践提供有力有效舆论支持；将赓续文脉、
守正创新，深化“思想+艺术+技术”融合
传播，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注入
新动能；将深化交流、加强合作，进一步发
挥总台强大媒体资源和平台优势，共同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活动中，还举行了 《云上的故乡：鼓
岭》 纪录片启播和 《非遗里的中国·福建
篇》启动仪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福建总站揭牌运行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杨淑君）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近日出台《关于培育新型文化
业态 大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若干
措施》，提出北京市将充分发挥全国文
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优势，聚焦高端
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优化文
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全面提高
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能力。

按照该措施的规划，北京市经过5

年左右的努力，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
效机制基本形成，科技创新带动文化
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演艺、出
版、影视、网络视听、文旅文博、媒
体融合等重点领域新业态、新场景、
新模式不断涌现，文化与其他领域实
现深度融合，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和国家级产业集群，优质文化产品供
给更加丰富，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
作用进一步彰显，文化软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涵盖促进文
化领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强影
视新技术研发应用、拓展演艺新业态
新空间、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等十个
方面。

根据该措施，北京市将积极推进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赋能文化新场景

新业态；健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深化文
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文化
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打造具有
中国风格、北京特色的文化 IP；推
动智慧剧场建设，大力拓展沉浸式
交互体验等数字演艺新场景；创新文
博数字活化利用，积极开发文物机构
数据要素，打造一批文博藏品数字文
化IP。

北京出台多项措施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 据新华社巴黎12月5日电 （记者张
百慧）“丝绸之路文化互动专题集”第二卷

《建筑、古迹和城市化》新书发布会4日在
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
办。该出版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
路”项目和中国南京市的合作成果。

专题集第二卷共分三册，探讨了塑造丝
绸之路丰富文化景观的建筑成就和城市规
划，强调了建筑风格的交流、城市设计的创
新以及保护古迹的方法，展现了文明之间的
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助理
总干事加芙列拉·拉莫斯说：“丝绸之路不仅
是一条简单的贸易路线，也是文化、科学和
艺术交流的载体。（本卷书） 为丝绸之路物
质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
杨新育在致辞时说：“在本卷书中，我们见
证了文明的传承和演变，以及各民族追求和
平与繁荣的共同梦想。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于
1988 年启动，“丝绸之路文化互动专题集”
是该项目的旗舰活动之一，其首卷《纺织与
服装》 于2022 年发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出品。

“丝绸之路文化互动专题集”
第二卷在巴黎发布

2024年是青藏、川藏公路通车
70周年。12月5日，由中新社西藏
分社、青海分社和四川分社共同策划
的“向天路 看发展——青藏公路、
川藏公路通车70周年”主题采访活
动在青藏公路起点——青海省西宁市
正式启动。图为启动仪式现场授旗。

薛蒂/视觉中国

“向天路”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