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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十三载春秋，宁波这只“小蜗牛”爬过的轨迹恰似一幅当

代文化启示录：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真正珍贵的从不是疾风

骤雨式的改革，而是把每个家庭变成文化生长的细胞，让社区

成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灼见

■时评

本报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电话：（8610）85869176

4月23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知识产权
检察厅首次亮相。最高检发布的《知
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4）》
显示，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打击力度，2024年全国检
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13486人，受理审查起诉33805
人，同比分别上升5.9%和10.2%。其
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
权类犯罪数量持续增加，增幅较大。

媒体评论提出，期待司法机关持
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制度、提升治理能力，筑牢知
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堤坝，为保障科技
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助力。

尹志烨/视觉中国

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重拳出击

如今，国内的实体书店拼颜值、拼
内涵、拼服务、拼人气，无论是新开业
的，还是有年头的，都在纷纷焕新，以
便适应读者新的文化需求。

据媒体报道，近日，闭店改造一年
有余的上海古籍书店重新向市民敞开大
门。笔者从新闻照片上看到，早上8点
不到，很多老读者坐在上海古籍书店门
口默默地等待开门。开门后，书架之间
人潮汹涌，几乎插足不进。很多人推着
小推车挑选了大量古旧书，有的迫不及
待地坐在一旁翻读起来。

老读者齐聚老牌书店“尝鲜”，
一方面是对老品牌的敬意，另一方面
也是迫不及待要看看“老朋友”的新
变化。令人欣喜的是，上海古籍书店
不负众望，让老牌书店焕发了青春和
活力。

1956 年 5 月 20 日，上海古籍书店
诞生在福州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
海最早的专业书店，也是全国目前单体
最大的古籍书店。此次重装，书店希望
带给读者打开可阅、可听、可闻、可
品、可触的“五感”沉浸式体验。书店
对古琴谱中 《列子御风》 一曲进行改
编，在优雅的氛围中也有了自己专属的
背景音乐。仅仅是这一处小变化，可见
这家老店对读者的格外用心。

举凡老读者都是有人文情怀的，当
看到自己心仪的老牌书店能处处为读者
用心打造阅读空间，提供阅读场景，强
化阅读服务，增加阅读活动，能不从内
心由衷地感怀吗？于是，老读者与老牌
书店的双向奔赴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老牌书店的焕新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因为焕新不能只是卖场重
新装修、对图书重新分类，而是要让公
共文化功能更加健全，让读者买书、看
书得到更完备的体验。每家老牌书店都
应当是所在城市的文化地标和文化枢纽
站，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展览、
讲座、沙龙等，促进人与书、人与人的
互动，激发城市的文化活力，打造新的
文化风景。

上海古籍书店的焕新告诉我们，实
体书店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打造消费场
景。该店通过5月即将举办的读者系列
活动，来提升购书体验，提高实体书店
的服务质量，这无疑会提升读者的黏
性。毕竟，只有从单一商品售卖平台
向具有特色的文化交流场所转变，才
能让实体书店永远处于文化消费的前
沿阵地，发挥实体空间可触摸、可感
知的作用。

眼下，借助全民阅读的强劲东风，
越来越多的老牌书店走上了焕新之路。
焕新是为了擦亮老品牌，整装再出发。
当然，每家老牌书店的文化传承和读者
定位都不尽相同，但是让读者在书店这
个文化场域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都
应当是共同的目标。如何给读者及时
提供最好的读物、最佳的文化活动、
最有趣味的文化体验、最有价值的研
讨交流，让人与人、人与书、人与世
界连接得更为紧密。这也是老品牌再
出发的应有之义。

上海古籍书店老读者对书店的“不
离不弃”也足以说明，读者不仅仅是在
购买书籍，更是在体验一种文化传承，
享受老品牌的文化浸润。这种超值的精
神享受，正是老牌书店存在的重要价值
所在。

老牌书店焕新
拼的不只是情怀
□赵强

明明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却非得装成
潦倒悲惨的模样；明明是家庭和睦，却非要
装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段段或是“泪
眼婆娑”或是“怒目相对”的短视频背后，是
镜头前反复排演的“剧本杀”。这种赤裸裸
消费同情心、操纵情绪值的摆拍乱象，不仅
污染了网络风气，更挑战了道德底线。4
月15日起，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为期3个
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
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虚假摆拍、散
布虚假信息、违背公序良俗、违规引流营销
等突出问题，释放出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守
护清朗空间的强烈信号。

短视频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已深度嵌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在巨大的流量
利益诱惑下，部分创作者背离初心，不惜
以虚假摆拍博取眼球，以编造情节骗取同
情，以低俗内容牟取点击，甚至用断章取
义的手法制造社会对立、引发网络戾气。
这些行为侵蚀着主流价值的根基，动摇着
社会信任的基石。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短视频也不是
监管盲区。对此，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四类
突出问题，靶向精准，措施有力。一方
面，对“悲情卖惨”“伪装助农”“包装人
设”等恶意摆拍手段坚决打击，纠正利用

公众善意谋取私利的歪风邪气。另一方
面，对借助技术手段篡改图像、拼接语
音，炮制“权威解读”的虚假信息传播链
条全面清剿，防止谣言以“知识科普”面
目混淆视听、误导群众。

净化短视频内容生态，既要“有治”，也
要“有为”。此次专项行动提出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督促属地短视频平台完善审核机
制、算法推荐、流量分配、营利权限等关键
环节的治理规则，不让“劣币驱逐良币”，不
让“博眼球”绑架主流价值。

从“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
治”到“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
动，再到此次“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
意营销乱象”，中央网信办持续推进网络
生态系统治理，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关
切，推动形成内容向上、价值向善的清朗
氛围，已成为网络强国建设的坚强保障。

打击恶意营销不是一时之举，而要久
久为功。只有让真实、正义、善良成为平
台的“流量密码”，让优质内容更多地曝
光，才能为亿万网民，尤其是青少年营造
一个绿色、健康、有序的精神家园。

整治恶意营销，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张君成

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在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读书依然是最深
沉、最有效的心灵滋养方式。然而，成年
人的世界太忙碌了，读书似乎成了一种

“奢侈”的行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可以
找到很多不读书的理由，但也可以选择

“强迫”自己每年读几本好书。
“强迫”自己读书听起来违和，实则是

一种智慧的自律。这种“强迫”，并不是简
单地要求自己每天都要读，而是对自我精
神生活的一次主动管理。成年人的生活总
是充满被动、甚至无奈，工作、家庭、社交像
涌动的浪潮推着你向前，唯有读书，是一个
可以由自己主导的过程。当你制订阅读计
划并坚定执行时，其实是在告诉自己：我依
然有选择、思考和沉淀的能力。

人为什么需要“强迫”自己读书？因
为成年人的惰性是被现实“训练”出来
的。短视频可以带来快速满足，刷手机比
捧书轻松得多，但那是精神快餐。而书籍
更像是一顿正餐，即便每顿“吃”得不多，也
比快餐更有营养。正因如此，阅读需要时
间，也需要“硬着头皮”开始。每次坐下来
认真翻完一本好书，带来的成就感与深度
思考，远非碎片化信息所能替代。

“强迫”自己读书，也是一种主动应
对策略。今天，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远比
过去多，科技发展飞速，职场压力山大，社
会观念更新迅猛。在这种动荡中保持心灵
的稳定，理解变局背后的逻辑，提升独立判
断的能力，用内心强大的确定性应对外部
变化的不确定性，读书无疑是一剂良方。

不是书读得多就一定“高人一等”，
但不读书，你很可能就被时代丢在了后
面。每年读几本书，也许不能立刻改变命
运，但会慢慢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那
些看似被迫的阅读，其实是一个个悄然成
长的起点。更何况，当你坚持一段时间，
会发现这份“强迫”已变成一种习惯，甚
至是享受。

书香社会的构建，终究要靠一个个普
通人开始翻书。不需要读多少，只要你愿
意给自己一个“强迫”读书的契机，所带
来的改变，可能远超你的预期。所以，不
妨从现在开始，“强迫”自己一年读上 5
本、10 本好书。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
是为了在这个喧嚣世界中，保留一块属于
自己的安静“栖息地”。

“强迫”自己每年读几本好书
□孙维国

4月20日上午，浙江宁波小港街道竺
山社区“春日书香·悦读同行”小蜗牛公
益亲子阅读会13周年庆典温暖启幕。这
场由街道、社区、妇联联合小港城区幼儿
园共同打造的阅读盛宴，用13年时光书
写了一部家庭、社区与儿童共生共长的温
情故事，社区的“阅读朋友圈”从最初的
7 组家庭壮大到 6000 多组家庭。（4月22
日《宁波晚报》）

在“有书读”的基础上，“读好书”
对阅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即使选
到了好书，受到家长素质参差不齐、短视
频娱乐方式争夺阅读时间、孩子喜欢在玩
中读读中玩等影响，亲子阅读也不一定就
能真正让孩子们愉快地入心入脑。这时
候，“社群阅读”就显示出其独特性价
值，它不仅能让孩子们读好书，而且提高
了读好书的附加值。宁波这个被称为“小
蜗牛”的公益项目，正在用阅读重构数字
时代的亲子关系，创造着“纸质书打败短
视频”的教育奇迹。

当其他社区苦恼于“神兽”放养

时，宁波竺山社区的孩子们却在计算
“书蔬汇率”：1本闲置童书可兑换2棵青
菜，3本绘本能交换5个土鸡蛋。这种充
满烟火气的“阅读经济学”，让书香与菜
香奇妙交融。在“蜗牛书趣岛”里，孩
子们为争夺“故事大王”称号争相啃读
大部头；在共富集市上，义卖绘本所得
的“蜗牛基金”正流向山区儿童的书
架。这些看似游戏的设计，实则是精心
构建的“阅读引力场”——当知识获取
变得像通关游戏般有趣，屏幕里的虚拟

世界便黯然失色。
更令人称道的是社区设计的“书香成

长链”：新手家长通过“21 天阅读挑战”获
得入门钥匙，“进阶家庭”用绘本剧大赛打
磨默契，资深参与者则以“阅读导师”身份
反哺社区。这种阶梯式成长体系，让每个家
庭都能找到专属的阅读坐标。

数字洪流中，“小蜗牛”的破局智慧
在于将慢阅读做成了“快时代”的稀缺
品：用书页翻动声对抗信息瀑布的轰鸣，
用亲子共读的体温消解电子屏的冰冷。当

年轻父母在“家庭阅读积分制”激励下重
拾纸质书，当孩子们举着“畅玩卡”穿梭
在知识乐园，那些被电子产品切割的碎片
时间，正在重新黏合成文化的琥珀。

这个春天，竺山社区的书香故事给出
了双重启示：对家长而言，抵御娱乐化侵
蚀不需要剑拔弩张的对抗，而要用更有创
意的文化供给来“以柔克刚”；对社区来
说，基层教育不必困在“缺资源、少人
手”的迷局，关键要像蜗牛那样找准支
点、持之以恒。当社区医院、幼儿园、菜
市场都被卷入阅读浪潮，当每本旧书都成
为流通的“文化货币”，全民阅读便不再
是一个艰难的征途。

十三载春秋，这只“小蜗牛”爬过的
轨迹恰似一幅当代文化启示录：在注意力
稀缺的时代，真正珍贵的从不是疾风骤雨
式的改革，而是把每个家庭变成文化生长
的细胞，让社区成为没有围墙的学校。当
晨光再次洒向书页泛黄的角落，那些被书
香浸润的童年，终将在时光流转中长成抵
御信息洪流的堤坝。

从7到6000，看“小蜗牛”阅读项目破局之道
□丁慎毅

近年来，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逐步
走入大众视野，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提升城市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抓
手。一批优秀影视作品点燃大众观影热情
的同时，也带火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街
区、景点、村落。“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一集短剧改变一个村”的现象正成为常
态。（4月23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影视文旅的深度融合，离不开政策创
新的支撑。以北京为例，该市通过启动影
视摄制服务机制，搭建“行走的摄影棚”，
为剧组提供超千个拍摄点位，打通了影视
创作与城市体验的“双向通道”。在政策
组合拳推动下，《一路朝阳》《玫瑰的故
事》 等京产剧热播，引发大规模“跟着影
视游北京”的热潮，不仅让北京中轴线、
胡同巷陌成为网红打卡地，更带动了餐
饮、住宿、演出等产业链的协同增长。这
种以内容创作为牵引、以场景营造为支撑
的模式，为全国影视文旅融合提供了可复
制的范本。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影城周边
民宿因影视取景曝光率提升，入住率同比
增长超三成，印证了“拍摄即营销”的乘
数效应。

影视赋能文旅的核心，在于将荧屏、
银幕中的情感记忆转化为现实空间的消费
动力。《国色芳华》播出后，山东乐陵搭建
的唐风场景虽非旅游目的地，但剧中的

“花满筑”商铺、“何惟芳小院”通过1：1
复刻，迅速登陆北京通州、朝阳等地的牡
丹园，在实景中结合妆造体验、文创展
售、场景打卡，提升了文旅商业价值。华
策影视的实践表明，文旅场景的升级绝非
简单的场景还原，而是通过精准捕捉观众
情绪，打造“故事线+体验线”交织的消
费闭环。在云南凤阳邑，昔日冷清的古村
落因 《去有风的地方》 日均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村民收入翻番，这正是情感经济
撬动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当微短剧遇上城市文旅，一场“轻量
化传播革命”悄然兴起。以 《祈安澜》 为
代表的文旅题材微短剧，其碎片化叙事精
准切入短视频平台的“黄金 15 秒”法则，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单集播放量突破千
万。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正在打
破传统城市宣传片“大投入、长周期、重
制作”的路径依赖。再如，红果短剧与洛
阳文旅局合作的 《舟楫千里号歌来》，通
过将隋唐大运河遗址实拍与历史剧情深度
融合，以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生动呈现文
化底蕴。作品上线后迅速引发关注，推动
洛邑古城汉服体验热度飙升，短时间内订
单量实现倍数级跃升。这类文旅题材微短
剧凭借其独特传播优势，实际引流转化效
果远超传统旅游推广形式，展现出更强的
受众触达与消费驱动能力，形成从内容共
鸣到实地体验，再到消费转化的完整生态
闭环。

当下，影视与文旅的融合已超越“流
量变现”的初级阶段，步入“文化赋值”
的深水区。未来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创
作—传播—体验—衍生”的全产业链条：
一方面需培育兼具艺术价值与商业潜力的
本土 IP，另一方面要推动 AR、AI 等技术
在文旅场景的深度应用。唯有让每部影视
作品成为城市文化的“播种机”，让每个文
旅空间化身情感共鸣的“发生器”，方能真
正实现“诗与远方”的共生共荣。

影视与文旅的这场“热恋”，正将文
化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当
哈尔滨的百年地砖因 《白日焰火》 被游客
摩挲，当泉州蟳埔村的簪花围因 《春色寄
情人》 成为文化图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文旅经济的勃兴，更是一个个城市在时代
叙事中找回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这或许
正是影视文旅融合最深层的价值——让城
市在光影交错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
故事”。

以光影为笔绘就
城市文化新图景
□王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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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恶意营销不是一时之举，而要久久为功。只有让真

实、正义、善良成为平台的“流量密码”，让优质内容更多地

曝光，才能为亿万网民，尤其是青少年营造一个绿色、健康、

有序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