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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重塑体系、重构流程为着力点，
打造“1+N”全媒体传播新格局；以价
值引领、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抓手，巩固
壮大新时代主流舆论阵地；以技术赋
能、产业革新为保障，打造事业产业良
性互动生态系统……重庆广电集团以创
新变革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
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为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探索了路径。

当前，随着传播格局、舆论生态
的深刻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
展，传媒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变
革。从深入融合发展到系统性变革，
党中央顶层设计层层递进。推动主流

媒体系统性变革并不是媒体融合发展
的简单升级，内部机制浅尝辄止的小
修小补不行，而是要以评价体系为度
量衡和指挥棒，推动主流媒体在内容
生产、信息传播、组织架构、用户连
接等方面谋划全方位、深层次的革
新，从而实现传播力、影响力、竞争
能力的全面跃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
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
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
统性变革需要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和整
体性的方法路径，在体制机制、资源
配置、传播效能等方面进行精准施

策；需要用互联网思维配置资源，坚
决淘汰一切形式的落后产能；需要以
效果为导向，全方位推进融媒体模
式、管理流程、叙事方式、话语体系
等方面的改革，通过多维度多层面协
同创新，真正实现传播体系的结构性
重塑与生态化升级。

总之，唯有推进工作理念、内
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创新，
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
穿到各项工作中，通过技术变革实现
全面彻底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
型，才能走好符合主流媒体职责定位
的转型发展之路。

以“新质思维”推动系统性变革
□本报评论员

■短评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王子
铭 魏梦佳）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20周年
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学术研讨
会，5月3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政府、高
校、媒体等领域的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展开深
入研讨。

新华社社长傅华在致辞中表示，斯诺是
深扎中国的大记者，新华社愿同各方一道深
入挖掘和报道斯诺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影响，
讲好“新时代的斯诺故事”。北京大学党委书
记何光彩表示，作为斯诺曾经生活工作过的
地方，北京大学将继续弘扬斯诺的精神，为培
养更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想远大、立
场鲜明的新闻传播人才贡献北大力量。

与会中外嘉宾表示，要发扬好斯诺跨越
国际、传播友谊的价值观念，讲好中国与世界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不断深化
对话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新闻业界学界
研讨传承斯诺精神

本报讯 （记者田野）5月30日，2025年
宁夏版权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启动，黄河国际
版权交易平台宣布正式上线运营。作为集版
权登记、评估、交易、维权于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平台，该平台将为宁夏本土非遗文化、文学
艺术、音乐影视等版权作品走出去搭建桥梁。

黄河国际版权交易平台由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版权局牵头规划设计
和指导建设，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
司实际管理运营，并与自治区版权局行政平
台互联互通，整合版权登记、评估、交易、维权
等全流程功能，为创作者和版权企业提供高
效便捷的数字化支持。同时，该平台还建立
了西海固文学专区、剧本超市专区等，汇集和
展示宁夏本土丰富的版权资源。

黄河国际版权交易平台工作人员郭宁介
绍，通过这一平台，创作者可以更便捷地在线
上进行版权登记，还可以实现作品版权的转
化。在版权登记完成后，可以一键上传作品
进行作品交易。“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现自己
的作品被侵权了，就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侵权
监测，自动采集证据，方便下一步进行维权。”

黄河国际版权交易
平台上线运营

近日，在福建漳州微短剧 《凌波
仙子》 海选现场，舞台上的选手们或
身着飘逸汉服轻甩水袖演绎仙子灵
韵，或执油纸伞蹁跹起舞宛若凌波踏
浪，更有选手以闽南语念白再现传说
韵味，漳州水仙传说与青年影视梦交
融，绽出璀璨星芒。

微短剧已成为网络视听产业中快速
崛起的新赛道。漳州市敏锐把握这一趋
势，将微短剧打造为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的重要载体，使之成为漳州传统文化

“破圈”的一支“轻骑兵”。
漳州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古

迹，如南靖土楼、云水谣古镇等。一些
微短剧创作团队以此为背景，打造了多
部文旅融合题材的微短剧，通过轻量化
叙事，激活和展现闽南独特的文旅资
源，助力漳州文旅“出圈”。

成立于 2020 年的漳州市百映影视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成为漳州本土影
视创作主力军，参与摄制了近 40 部影
视剧。如《我喜欢的人变成猫是怎样的
体验》巧妙串联漳州东山岛、厦门彩虹
沙滩等闽地风光，通过奇幻爱情喜剧吸
引年轻观众，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打
卡”的文旅传播效果。《凌波仙子》则
以福建省省花、漳州市市花——水仙花
的民间传说为蓝本，融入闽南文化元
素，探索影视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

“让故事成为漳州的文旅名片，微
短剧是文化IP孵化的一个新路径。”漳
州市百映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先进说。

丰富多样的题材让漳州微短剧产业
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全程在漳州港取
景的古装短剧《入骨相思知不知》将地

域景观与剧情深度融合，悬疑网剧《通
天之塔》以精良制作带给观众沉浸式推
理体验。

据了解，漳州市近年来不断加大
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了一批
现代化的影视拍摄基地、后期制作工
作室等。

“作为台湾青年体验式交流中心，
海峡两岸影视制作（漳州）基地为台湾
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创业空间。”海峡两
岸影视制作基地董事长黄锦凤说，基地
积极推动“微短剧+文旅”深度融合，
助力漳州开发区文旅产业升级。

在这里，时不时可以看到剧组工作
人员紧张忙碌地进行拍摄前期的布景工
作。海峡两岸影视制作（漳州）基地总
运营面积达5万平方米，两座1500平方
米的室内摄影棚、多座多功能摄影棚、

3000 平方米的道具制景复合区，以及
200多间全设备影视公寓，为拍摄团队
提供一站式拍摄服务。

今年2月，继《水鬼岛》取景漳州
港之后，系列微短剧第二、第三部

《魔方岛》 在海峡两岸影视制作 （漳
州）基地开机。

“海峡两岸影视制作 （漳州） 基地
多年以来给予了我校广播电视学专业实
践教学很多支持，帮助学生完成许多优
秀作品。”此前带领学生走访海峡两岸
影视制作 （漳州） 基地时，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主任林筠说。

“我们将进一步与高校展开密切合
作，为影视行业培育优秀后备人才，携
手推动影视教育与产学研深度融合发
展。”海峡两岸影视制作 （漳州） 基地
运营总监张仲武说道。

土楼、古镇、市花竞相入镜——

福建漳州：微短剧催生闽南文化新表达
□本报记者 张福财

▲第1眼新闻XR演播区。

◀“魅力重庆”无人机灯光秀。
重庆广电集团 供图

数字技术如何让重庆筑牢“地下
根基”？

从无序到和谐，什么是真正的“城
乡融合”？

……
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

的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 《思想的力
量》第二季今年4月在重庆卫视播出。
节目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对超
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殷殷嘱托，通过一
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在理论与实践的
相互印证中，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思
想阐释传播品牌，叩响思想的强音。

目前，《思想的力量》第二季已结
束播出。截至5月14日，围绕节目共计
发布图文、短视频超 1000 条次，台网
端联动触达用户超1亿人次。这不仅仅
是电视理论节目进行互联网传播叙事的
有益尝试，更是重庆广电实施“内容焕
新、技术创新、产业革新”三大行动计
划的生动实践。

在重庆市委及市委宣传部的坚强领
导下，重庆广电守正创新、奋勇争先，
坚持移动优先、用户思维，加快推进主
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致力于打造主流价
值和优质视听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和
引领者。

平台塑新
打造“1+N”传播新格局

站在新一轮媒体改革的起点，置身
受众逻辑转向用户逻辑的新进程，变
革，早已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

2024年11月18日，在重庆市委的
战略谋划下，重庆两大媒体品牌第1眼
新闻和华龙网整合重组为第 1 眼 TV。
重庆广电集团吹响了自身推进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的冲锋号。

将华龙网整合并入重庆广电集团，
并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为传统广
电媒体注入了互联网基因。叠加第1眼
高效的全媒体新闻采编能力和华龙网先
进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第1眼TV推行资
源共享、多跨协同采编运营机制，快速推
进从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转变，实现

“1+1＞2”的改革效应。动真碰硬、真改
实改，重庆广电以平台重塑为基，整合重
组完成面向主战场的媒体平台架构。

整合卫视频道和影视生产体系，打
造全新卫视，构建优质内容供给平台和
大型活动执行平台。

整合5家公司和6个地面频道，成
立重庆城市TV，打造大城文化民生综
合服务平台，让“你就是主角”。

推动“广播+线上+线下”，重庆广
播向新型声音媒体转型。

通过这一系列四梁八柱的改革举
措，重庆广电形成了以第1眼TV为龙
头的“1+N”平台新架构。就在近日，
第1眼客户端下载量突破1亿，全网用
户规模超2亿，进入中宣部全国主流媒
体传播效果考核省级媒体前 10 强。重
庆卫视晚间黄金时段收视率进入全国
35 个中心城市前七，新媒体全网矩阵
用户规模达5000万。重庆城市TV全网

矩阵用户规模达 3000 万，重庆广播新
媒体矩阵粉丝超过 1400 万，华龙网、
视界网覆盖用户超6.3亿。

内容焕新
融合传播助推主流声量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
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加快推进
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定
音鼓”“风向标”作用，以大流量澎湃
正能量，用新话语展示新形象。

重庆广电不断创新叙事手段，一方
面，通过做优头条工程，做精时政报
道，提升媒体感知能力，强化言论引
领，对突发新闻和热点事件，以最快方
式触达、第一时间发声，引导正确的舆
论导向；另一方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
为抓手，探索促进社会管理、服务城市
治理的媒体新途径。

今年4月，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通报 2024 年度重庆市改革发
展最佳实践案例，其中“做好《今日关
注》舆论监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获选
10个最佳案例之一。

《今日关注》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在重庆卫视推出，栏目紧扣市委中心工
作，结合民生热点与群众“急难愁
盼”，坚持“揭示问题、督促整改、追
踪问效、促进提升”的闭环运行机制，
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做
到既曝光问题又展示整改成效，让舆论
监督切实发挥建设性作用。

今年2月21日，重庆市召开深入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当晚，

《今日关注》就推出一期监督节目《一
家民营小企业的三年要账路》。新闻播
出后，相关部门迅速支付了这笔欠账。
重庆市司法局也表示，将以规范涉企执
法专项行动为牵引，深化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

类似这样既曝光问题又取得整改成

效的案例不胜枚举。《今日关注》通过
聚焦城市治理、乡村振兴、安全生产、
生态环保、营商环境、民生热点、作风
建设、基层减负等主题，切实发挥了密
切党群关系的“连心桥”作用。截至目
前，《今日关注》 已播出 300 余期，整
改率超 92%，全网总传播量超 4 亿次，
在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升政府
效能、助力民生改善和推动民生改革等
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重庆市委
宣传部的统筹下，全市各区县都开设同
类节目，形成党政媒联动的“1+41”
舆论监督体系。

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
量》于2024年12月27日在重庆卫视首
播。节目通过学理化叙事与人格化叙事
的双重推进，深入探索并精准展现创新
理论精髓与全国各地的发展实践，选用
时下年轻人喜欢的剧院式演讲形态，将
理论阐释与观感体验、实践感悟相贯通，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理论与案例的双向奔赴中，节目多维
度聆听、解析了思想的回声，观众亦在街
头巷尾的问题破解里，切切实实感受到
了思想的伟力。 （下转02版）

内容焕新 技术创新 产业革新
——重庆广电集团推进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李忠

本报今日推出

第五届中国印刷业
创新发展大会会刊

T01—T20

本报讯 山东省古籍工作座谈会日前在
聊城市举行。会议期间，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
平台正式发布上线。

该平台一期上线古籍 408 种、4903 册、
368543筒子叶，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门类，涉刻
本、抄本、写本、绘本、活字印本、磁版印本、铜
版印本、拓本等多种类型，共计36万余拍数
字资源。平台通过高清数字化技术，精准复刻
珍贵古籍，并依托智能检索、跨终端阅读和个
性化服务，让读者能更加方便快捷地查阅。

“无论是通用检索还是高级检索，读者都
能通过书名、关键词、繁简字等搜索，准确定
位典籍。”山东省图书馆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孙
振东说，平台还支持阅览高清古籍影像，具有
原文对照等功能，同时也支持云端收藏、重点
标记等操作。用户登录即享个人书库，可查看
个人浏览记录，确保研究进度不丢失。（卢昱）

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
为用户提供“个人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