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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平） 2月7日，广
州市荔湾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成果
展在荔湾湖公园海山仙馆开幕。本次展览
的主题是“汲古润今赓文脉 荔湾底蕴最
岭南”，旨在展示民间文艺作品及其版权
转化成果，全方位呈现文化与创意领域的
丰硕成果，提升文艺作品的价值，多位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进行艺术互动交流。

2024年9月，荔湾区被中宣部选定为

全国12个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地区之一，为岭南文化传承、荔湾版权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荔湾区委宣
传部主办本次展览，希望通过展览让广大
市民了解更多民间文艺背后的故事，感受
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版权保护意识深
入人心，以版权激活民间文艺活力。

在展览形式上，以图片展览为主，还
有谭广辉、唐锦全、王新元、周承杰、梁

向昭、何静仪等非遗大师授权作品，广州
新华发行有限公司、齐白石艺术中心、
1200bookshop荔湾湖公园旗舰店、微充氧
版权等企业提供的版权授权产品也会亮
相，打造出充满荔湾特色的版权展示空
间。此外，展览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打
造大型互动体验打卡点，提供 DIY 体验
项目，让观众在动手创作中感受民间文艺
的魅力，留下独特记忆。

同时，活动在 1200bookshop 荔湾湖
公园旗舰店、半糖生活馆、古琴茶社、翻
屋企社造中心、泮塘五约党群服务驿站、
顾香域 （岭南香事文化体验馆） 等场馆、
工作室设置“寻迹集章”集章点，开展联
动集章，鼓励观众积极参与，增加活动趣
味性，借助周边标志性景点吸引更多游客
参展。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19日。

广州市荔湾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成果展开幕

非遗传承人带领畅游岭南文化

本报讯 （记者杨雯） 2月8日晚，由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出品的
大型文化音乐真人秀《最美中轴线》第四季
开播。

本季节目在形式上进一步创新。不同于
第三季“文脉季”对北京中轴线历史内涵的
深度挖掘，第四季节目以“为中轴放歌，颂
文明互鉴”为主题，邀请中外歌手共同探
索、体验和感受北京中轴线的魅力；以音乐
为独特语言，诠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与
时代价值，为申遗成功呈上一份独具匠心的
音乐礼物。

2024 年 7 月 2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四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最
美中轴线》前三季砥砺前行，以不断创新的
综艺模式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在前三季中，“中轴拾音团”步履不
停，以“一步一中轴，一音一世界”为核心
线索，在采风之旅中为北京中轴线的精气神
创作了一系列歌曲。

《最美中轴线》
第四季开播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作家肖复兴散
文作品集《窗前的母亲》近日由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出版，其中收录肖复兴四篇未公开散
文新作，延续了其一贯的细腻文风和对生活
的深刻洞察。

肖复兴的散文质朴而多思，饱含真情
实感与人生哲思，自成风格。该书共分为

“绉纱馄饨”“一片幽情”“窗前的母亲”
“父亲和信”四辑，包含了作者的童年回
忆，以及关于姐姐、母亲和父亲的记忆，
以细腻平实的笔触，缓缓铺陈出对亲人无
尽的怀念与深情。一桩桩小事勾勒出回忆
中亲人朋友的旧时形象，一件件旧物像儿
时的蝉鸣一般带着人回到记忆中的过去。
与知音共享、与读者交心的亲切表达，让
沧桑岁月和无尽念想葆有持久的温暖，诠
释着肖复兴在作品集中所提出的“要当有
风格的作家”。

此外，该书部分篇章插入了肖复兴亲自
绘制的插图，在细节上精准地还原了故事
中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直观的阅读体验，
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中的情感
和意境。

《窗前的母亲》
守护爱与成长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策划制作
的《未来中国·AI季》本周末即将迎来收
官。该节目在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
区、上海市生成式人工智能先导区、全国
人工智能战略新兴产业集聚区徐汇滨江模
速空间录制，汇聚国内顶尖科学家与团
队，用丰富的演绎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中
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自 2024 年 12 月开播以来，《未来中
国·AI 季》 凭借精彩的内容迅速“出
圈”。根据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显示，前 5 期的综合收视高达
0.469，不仅在省级卫视的科技节目赛道
上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更在省级卫视1
月所有节目中脱颖而出，综合收视稳居卫
视所有节目第一位，观众忠实度超43%，
多台联播累计收看过亿人次。播出至今，
整体观众规模近 2000 万户次，较上一季
增长超10%。观众对节目的喜爱度也进一
步提升，在东方卫视首播的观众平均忠实
度超44%，相较于上一季显著提升。微博
主话题#未来中国#阅读量超7.4亿，热搜
话题14次，抖音#未来中国#话题播放量
累计超3.2亿。节目中“机器狗上街买榴
莲”这样的高互动内容，更让观众直观感
受到AI技术的趣味与温度。

节目让科学更亲民

从好奇心到社会共识，从技术展示到
人文思考，《未来中国·AI 季》 总制片
人、主持人陈辰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 《未来中
国·AI季》能成为一扇让人们对人工智能
有更全面、更理性认识的窗口，让更多人
看到科学的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

2022 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

视策划制作的《未来中国》正式上线。节
目把一群顶尖科学家从幕后请到聚光灯
下，让他们以“科学榜样”的身份揭秘前
沿科学领域、分享中国科学家们孜孜以求
探索未知的科学故事，一经播出便收获不
俗网络热度和口碑反响。

“我们从 2022 年开始构思 《未来中
国》的方向。当时就在思考，社会需要什
么样的偶像？”陈辰说道。与以往娱乐明
星、流量偶像占据公众视野不同，陈辰认
为，科学偶像的塑造承载着一个时代对创
新驱动发展的渴求。她进一步说道：“在
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
迫切需要更多的科学偶像。”

在节目的策划中，团队专门邀请国内
最前沿的科学家参与，定位每期节目的核
心是展示科学家精神与技术突破。“无论
是量子力学、合成生物学，还是AI领域
的创新，我们不仅关注技术本身，更在乎
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些技术的未来。”陈辰
强调，节目并非“高高在上”的科学展
示，而是希望通过科学家的叙述，将知识
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呈现，让观众与科学
家产生共鸣。

节目的设定让观众看到了“与众不同
的科学家”，如林宝军院士不仅是科学领
域的权威，还擅长作诗，闲暇时也会追
剧；汪品先院士则“兼职”成为网红科普
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讲解深奥
的科学知识；FAST首席科学家李菂更是
一位隐藏的段子手，用幽默的方式将复杂
的天文学原理讲得生动有趣。

这些科学家的出现，也重新定义了科
学家的公众形象。“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幽默
风格，让科学更亲民、更具吸引力，同时也
向观众传递了一种科学精神——严谨与热
情并存，知识与趣味共生。”陈辰说道。

此外，节目中的“科学青年团”设定
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科学青年们以
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科学偶像的形象，
让不少年轻观众发现，原来科学家也可以

“美貌与智慧”并存。

“翻译”让AI不“高冷”

将晦涩难懂的科技内容转化为普通观
众能理解的语言，是节目制作的最大挑
战。陈辰介绍：“我们的工作可以看作是

‘翻译’，将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高
冷’知识翻译成有趣、易懂的内容。”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节目团队在内容创作上
投入了大量精力。从选题到表达方式，每
一环节都力求在科学严谨性和观众可理解
性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在解读“玻璃二
象性”等复杂理论时，节目用有趣的比喻
和场景演绎让知识“落地”。

具体到 《未来中国·AI 季》，节目的
核心特色就聚焦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场
景，用通俗的方式呈现技术如何融入人们
的生活。“AI 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
域，普通人可能听过AI技术，但对其实
际应用并不了解。”陈辰说，“我们这季的
重点是展示 AI 技术在生活中的落地应
用，如情绪陪伴机器人、医疗健康 AI、
智能养老等。”

节目做得有科学意义的同时，还要让
观众爱看。“让人眼前一亮”是节目组选
择AI项目的标准之一。陈辰介绍，导演
组先从全国范围筛选 100 个人工智能项
目，再通过业内专家评委打分等形式，综
合考量项目的实用性、创新性、科技成熟
度、未来前景等维度，从中选取30多个
目标拍摄项目。拍摄阶段，节目组专门设
置“啊哈时刻”：由参与拍摄的嘉宾选出

能够让自己眼前一亮的功能应用场景。例
如，节目中的“机器狗”项目，不仅展示
了其精准的视觉和触觉技术，还通过生活
化的场景 （如帮主人买榴莲） 展现了 AI
的潜力。“这种直观的演绎方式不仅增加
了节目的趣味性，也让观众对AI技术的
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陈辰还特别提到，AI 应用对社会的
影响绝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让观众思
考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我们每期节目都
会讨论，当 AI 变得普及且功能强大时，
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不仅是技
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坚守让内容更权威

将科学类综艺节目做得有意思的同
时，陈辰也强调，节目制作需要警惕过度娱
乐化和浮夸传播。“当前很多关于AI的内
容会夸大其词，比如声称AI将全面取代人
类工作，这是不负责任的。”陈辰表示，“作
为主流媒体，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严谨性，
并为观众提供权威、可信的内容。”

“尽管电视媒体目前面临挑战，观众
的注意力逐渐被短视频、流媒体等新型媒
介分流，但我们依然选择坚守，致力于打
造精品内容。这不仅是一种对媒体使命的
坚持，更是为了在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时
代，为观众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滋
养。”在陈辰看来，精品内容的意义不在
于追求流量，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内容传递
核心价值观，引导观众的思考和判断力。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传统媒体的优势
在于其权威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我们希
望用深度、严谨和丰富的表现形式，让观
众感受到内容的厚度和温度，这也是《未
来中国·AI季》要传递给观众的”。

东方卫视《未来中国·AI季》开播迅速“出圈”，前5期综合收视居卫视节目首位——

精品内容助推科学家成“顶流”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本报讯 “家乡美·农民画绘本系列”
作品《茉莉花开的季节》近日由广西民族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儿童绘本作家吴烜撰
文，农民画画家吴健纯绘图，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用独特的农民画艺术形式，从儿童的
视角出发，细腻地描绘了乡村的巨变与乡村
生活的美好。

《茉莉花开的季节》采用了农民画的艺
术呈现方式，质朴而生动的画风，仿佛将读
者带到那个充满茉莉花香的小村庄。该书不
仅有美丽的画面，更有一个关于茉莉花、关
于爱与互助的动人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
孩子，她所看到的乡村世界充满了时代的脉
搏。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的面貌正
在悄然改变。新的产业、新的生活方式，都
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这一切变
化，都被孩子纯真的眼睛捕捉到了。她用简
单的话语，讲述着乡村的变化，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乡村未来。

据悉，《茉莉花开的季节》是“家乡美·
农民画绘本系列”中的第二本。第一本推出
的是《花花的花竹帽》，该书已入选2024年
广西农家书屋目录。 （新华）

农民画绘本
《茉莉花开的季节》出版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李婧璇）多
元节目编排、精品剧目集中展播、沉浸式
VR体验……春节假日期间，北京市广播
电视局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各区融媒体
中心、网络视听平台等机构举办北京大视
听·春 天 的 “ 视 ” 集—— 巳 蛇 舞 入 逛

“视”集春节系列活动，联动线上线下，
加强文旅融合，促进数字消费，为观众呈
现沉浸式视听体验。

本次春天的“视”集活动贯穿元旦、
春节，聚焦“京产”作品供给，推出“北
京大视听过大年”网络专区、跨年晚会
和春节晚会等，营造喜乐祥和、京味十
足的节日氛围。《2025年北京广播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首次实现京津冀三地联
合录制，直播播放量超 1.51 亿；“京产”
电视剧《国色芳华》《无所畏惧之永不放
弃》《六姊妹》，网络剧《白月梵星》《异

人之下之决战！碧游村》 等接续播出，
有效播放量超41亿。

在丰富线上视听板块内容供给之外，
本次春天的“视”集活动聚力视听科技应
用，联动各区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北
京大视听”沉浸式体验推荐路线，推介春
节期间北京 14 站沉浸式体验打卡项目，
综合运用VR、AR、MR、全息投影、多
感官体验装置、可穿戴设备等多种视听技

术，打造视听科技消费新场景，春节期间
约26万人次参与体验，带动线下消费480
余万元。京津冀之声举办“京津冀年货嗨
翻天”助农直播活动，带货京津冀三地助
农产品 40 余种，成交金额 25 万元。此
外，北京市区联合开展“跟着影视逛北
京”活动，邀请16+1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担任“视听推介官”，集中宣推各区美
食、年俗、地标、产业等。

春节期间约26万人次参与体验，带动线下消费480余万元

北京大视听解锁“视”集打开新方式

本报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辛弃疾笔下元夕的璀璨，在
2025 年蛇年正月十二的山东省图书馆化作
灯谜与书香的交响。2月9日，以“相约鲁
图·巳巳如意”为主题的“书海灯谜会”拉
开帷幕。承载着万余条灯谜的“灯笼”如
繁星垂落，映照着读者们眼中跃动的节日
情怀。

步入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一楼展厅，仿
佛踏入一座“纸上灯市”。红橙黄绿间，墨
香与纸香交织。“此次灯谜会规模为历年之
最，总馆与少儿馆共布局谜题万余条。无
论是字谜、诗词谜，还是少儿谜、百科知
识谜，抑或是成语常用语谜、人名地名
谜、经典名著作品谜、戏曲词牌乐趣谜、
英语谜等，都能在灯谜会上找到。”山东省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 （马文文）

山东省图书馆扮靓
“书海灯谜会”

2月10日，武汉武商MALL，泡泡
玛特门店展示着《哪吒之魔童闹海》天
生羁绊系列手办的样品，样品旁写着
“《哪吒之魔童闹海》天生羁绊系列手
办已售罄”“补货中”。店员告诉前来咨
询的消费者，目前《哪吒2》的相关周
边已经售罄，厂家调整了生产计划，正
在努力补货。随着 《哪吒 2》 电影热
映，相关的电影周边产品也火了起来，
产品已经断货，可谓一“吒”难求。

龙巍/视觉中国

一“吒”难求
《哪吒2》周边卖断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