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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6月14日，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在福建厦
门启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董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赵世通，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彦，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
业公会创会理事长汪威江等出席活动开幕
式，两岸业界共300余人参加活动。

董昕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
下，两岸视听业界合作始终秉持“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推动交流合作持续取
得新成绩、新突破，推出大批优秀视听
作品助力两岸民众情感融通，两岸交流
持续走深走实，多项惠台政策赋能两岸
融合发展。他希望两岸业者坚定文化自
信、深化融合发展、聚焦青年交流，不

断加强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共圆民
族复兴中国梦。

张彦表示，优秀的视听作品是跨越时
空的文化纽带，既连接两岸共同的历史记
忆，更描绘着携手同行的未来图景。福建
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契机，搭建
了多项两岸交流平台，打通两岸视听合作
发展渠道。希望两岸视听界携手共创精
品、同心共续文脉、聚力共兴产业，推出
更多两岸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用光
影力量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在文化交融中
促进心灵契合。

汪威江表示，在产业与科技深度融
合的关键转型之际，本届海峡视听季聚
焦拓展两岸视听内容与传播，具有深刻
意义。两岸视听业在产学互动、科艺融

合等方面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影视是人
民情感的载体，是两岸理解与互动的重
要桥梁，希望推动两岸在视听领域人才
培育、科技应用等方面深度交流合作，
破解行业困境，共同提升行业影响力与
竞争力。

当天，第十届海峡两岸青年网络视听
优秀作品展在厦门开幕。作品展以“融合
发展 携手未来”为主题，面向两岸青年
从业创作者征集原创网络微电影、微短
剧、网络纪录片 （含网络微纪录片）、网
络动画片、短视频、网络电影、AIGC视
听作品等 7 个单元网络视听作品共 1954
部，其中台湾地区150部，香港、澳门地
区投稿71部，征集作品数量和质量再创
历届活动新高，并首次在两岸视听作品征

集中开设 AIGC 赛道。经评委会评选推
荐，确定12部最佳作品和2部评委会特别
推荐作品，获表彰作品后续将在两岸高
校、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

《藏海传》《驻站》《北上》《日暮·归
乡》《两岸家书》等两岸热播视听作品主
创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围绕两岸视听内容
创作的未来方向、行业合作等话题开展了
交流互动，集中展示了两岸广电视听交流
合作的最新成果。

当天还举办了“光影记·两岸国漫
秀”，活动通过花车巡游、创意舞台、文
创产品等形式展现国产动画产业的成长与
蜕变。活动全程线上直播。

本次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由两岸视
听界共同举办。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在厦门启幕

夏收、夏种、夏管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的重要关口。近日，河南日报社党委、编委
会提前策划、周密部署、集中优势力量，推
出“坚决打赢‘三夏’攻坚战”大型全媒体报
道，助力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日前就
这一全媒体报道的经验做法采访了河南日
报社主创团队。

像一株麦苗，努力把根扎进土里

今年，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河南麦
收较往年提前。自5月中旬起，全省小麦
陆续开镰收割。《河南日报》推出《战三
夏 夺丰收》跨版特刊，从气象服务、交
通保障、农机部署、收储收购等 4 个方
面，把河南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周全安排，
明明白白摊开在读者眼前。

抓好“三夏”工作，解决吃饭问题，事关
国家的长治久安。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
中心紧紧围绕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打赢

“三夏”攻坚战的部署安排，精心策划“打赢
这一战 底气从何来”系列观察报道。

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有关负责

人说，记者只有像麦苗一样，努力把根扎
进土里，汲取大地的力量，才能把河南粮
食生产的故事讲好。记者要向专家取经、
与老农唠嗑，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向
受众揭开丰收背后的门道。

自5月26日起，《河南日报》接连推出
《农田高标准“粮仓”根基稳》《科技植沃
野 迸发新生机》《“中国饭碗”里的农机力
量》《中原粮仓的“芯”动能》等7篇文章，从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大法宝入
手，把河南人咋侍弄土地、保住“中国粮仓”
金字招牌的故事讲得透透的。

像一股暖流，流淌在读者心田

收割机“突突突”的轰鸣声刚在豫南
响起，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的记者
们就背着设备扎进了麦田，他们脚底沾
泥、裤腿带土，挨家挨户唠家常，跟着麦
客从豫南跑到豫北，就为了把最实在的丰
收故事讲给大伙儿听。

在驻马店的麦田里，村民老周帮邻居
收麦子，汗珠子顺着帽檐往下掉也顾不上
擦；在安阳，跨区来的机手王师傅宁可自

己熬夜加班，也要帮留守老人把麦子抢收
完。这些藏在麦浪里的暖心事，都被记者
逮个正着。《“郭小麦”麦田开处方》写
农技员手把手教老乡科学种田，《拾麦穗
的老人》记录八旬奶奶弯腰捡拾遗落麦粒
的背影……这些带着泥土味的报道，看得
读者心里又暖又熨帖。

“你听这麦粒打在车斗里的声音，‘哗
啦哗啦’的，比啥音乐都好听！”河南日
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记者赵博蹲在收割机
旁，捧着还带着日头热气的麦粒直乐呵，

“农民为啥对土地亲？瞅瞅这金灿灿的收
成，就都明白了。”

像一位农夫，耐心耕耘等待丰收

麦熟一晌，虎口夺粮。“三夏”时节，农
民在抢收田里的麦子，河南日报社三农全
媒体中心记者的笔和镜头也在“抢收成”。
扛着摄像机追着收割机跑，端着笔记本跟
老乡唠嗑……为了挖出好新闻，记者刘一
洁的鞋子上挂满了麦茬，“不到地头转一
转，哪能写出让老乡点头的文章？”

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在微信视

频号、抖音等平台推出的《现实版〈南来北
往〉》视频累计播放量超260万次。在评论
区，很多人为麦客们的辛劳所感动：“农机
手们也在和时间赛跑，辛苦了！”“南征北
战，不容易。”“致敬麦客！一路平安，顺风
顺水！”《老人在收割完的麦田里拾麦穗
每一粒麦子都来之不易》在抖音、快手平台
上累计播放量达160万。

“三夏”麦收期间，河南日报社三农
全媒体中心充分运用多种融媒体手段，累
计发布海报48张、原创视频132个，累计
传播量6170万。

为了让大伙儿刷手机就能沉浸式感受
“三夏”，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玩出
了新花样。自5月19日起，每天更新“河
南麦收进度条”海报，22 天见证河南麦
收全过程。大规模机收结束后，推出《1
天1秒！22秒看完河南麦收进度》动态视
频海报，邀请读者共同见证麦收进度。

“小涵说三农”更是借助时下最火的
AI 形式，聚焦“三夏”降水、机收车辆
免费通行等热点关注话题，推出解读视
频，形式新颖、内容扎实，为“三夏”报
道增添了新的活力。

河南日报社集中优势力量推出“坚决打赢‘三夏’攻坚战”大型全媒体报道

足迹走遍中原 助力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 6月13日，第
六十二期刊协讲堂在线上举行，讲堂邀请

《能源与环境材料》杂志社主编邵国胜，就
该刊如何做好学术探索与质量坚守这一话
题，与期刊界同仁交流经验。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主持讲堂活动。
《能源与环境材料》由郑州大学主办，是

一本刊载能源与环境材料高水平科研成果
的英文期刊，于2018年正式创刊，2019年取
得国内刊号。该刊最新影响因子13.0，Cite-
Score 20.5；2024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二期——英文梯队期刊项目；进入
由中国科协、中宣部、科技部联合首次发布的

《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材料科学综
合类和煤炭领域类两个T1区；连续4年入选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邵国胜介绍，《能源与环境材料》坚持“既
大又强”的办刊方针，主编带领下的学术团队
严把学术质量关，杂志累计发表859篇文章，
其中有833篇高被引论文、78篇热点论文；杂
志社根据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期刊发展需
要组织专题和约稿，通过严格的审批流程后
才能发表；坚持在保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扩
大发文数量，不人为控制出版文章数量。

《能源与环境材料》还通过编委团队国
际化、作者国际化、读者国际化来提升期刊
国际影响力。杂志社64位编委中有31位国
际编委，占比 46.88%；除了积极开拓国内
优质稿源，杂志社一直致力于通过邮件、国
际会议、国际编委、新媒体等渠道向海外科
学家推介期刊，国际来稿比例持续攀升，
2021 年国际文章占比 37%，到 2024 年国际
稿件比例达到59%。

邵国胜还表示，《能源与环境材料》在
办刊中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能源领
域、环境领域、材料领域科学与技术发展前
沿，跟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国际最新发
展动态，坚持专业特色；还充分发挥期刊的
平台作用，以“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为
编委团队创造联合研究和学术交流机会，助
力青年人才成长。

吴尚之总结发言时认为，《能源与环境材
料》有4个方面值得期刊界学习：一是坚持内
容强刊，二是坚持国际化办刊，三是坚持专业
特色，四是坚持“期刊+学科”办刊模式。

刊协讲堂第六十二期举行

《能源与环境材料》主编
分享期刊质量坚守

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 2025 年中国
大学出版社协会代办站工作委员会工作会
议近日在湖北武汉召开。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代办站
工作委员会主任孙玉在会上表示，2024
年，全国各高校图书代办站始终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发挥渠道优势、克服各种困
难、创新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围绕会议主题，他提出5点希望：一是
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大局，坚持“为高校出
版社服务，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二是加
强代办站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三是加强行
业自律，提高教材供应质量；四是适应新业
态、新形势，做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五是
加强社站协作，拓展业务领域，推动创新融
合高质量发展。

会议期间，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秘书
长、代办站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浑燕珍总结了2024 年代办站工作，安排了
下一步工作重点。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
助理王兆勇、厦门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欧光江
等进行了工作分享。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代办站工委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 6 月 14 日，
“别样的阅读·京津冀晋蒙民歌之旅”第三
站——“平原上的音乐会·河北民歌赏读
会”在河北省图书馆报告厅举办。活动吸引
200余位读者前来参与，首都图书馆、河北
省图书馆新媒体平台直播观看量突破5万。

“别样的阅读·京津冀晋蒙民歌之旅”是
由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北省图书
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内蒙古图书馆联手打造
的阅读推广项目。

图书馆等机构和个人珍藏的民歌文献是
本次活动的重要线索。从1945 年延安鲁艺
油印的首部《河北民歌》，到2023年出版的

《河北民歌濒危词曲辑录》，跨越近80年的
六代曲谱文献，串联起河北民歌的抢救性保
护历程。其中，1951 年万叶书店出版的

《河北民间歌曲选》收录386首作品，作为
新中国首部省级民歌选集，首次以铅印形式
让 《画扇面》《探妹》 等市井之声走向全
国；1995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
北卷》 首次系统收录满、回等少数民族民
歌，构建起完整的河北民歌文化图谱。乔
伦、刘荣德等学者的研究著作，从学术维度
揭示河北民歌的艺术密码。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之际，活动还特别呈现了《打黄土岭》《站
岗放哨歌》等红色民歌。

6月下旬，“别样的阅读·京津冀晋蒙民
歌之旅”第四站“歌从天上来·内蒙古民歌
之旅”将在内蒙古图书馆开展。

“京津冀晋蒙民歌之旅”
来到河北

本报讯 （记者黄琳） 6月13日，浙
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召开平台约谈
会，通报盗版图书消费调查相关情况，抖
音、京东、淘宝、天猫、拼多多、微信视
频号等平台有关负责人参会。

“六一”儿童节前夕，浙江省消保委
联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展盗版图书专
项调查，涉及抖音、京东、淘宝、天猫、
拼多多、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共购买
标有“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
文学读物478册，经出版社鉴别，盗版图
书共171册，盗版率达35.8%。

调查发现，网购盗版图书质量普遍低
劣。部分盗版图书纸张薄透、克重不达
标、尺寸偏小，“缺斤短两”严重；部分
盗版图书色调灰暗，印刷模糊不清，细节
缺失严重，使用劣质油墨导致开封后异味
明显；部分盗版图书存在错别字、漏字、
缺页等问题，造成信息错误或缺失。

调查发现，各相关平台在治理盗版图
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治理力度有限，部
分盗版书籍出现在官方推流场景中；盗版商
家通过下架链接、更换店铺名等方式逃避平
台处罚；盗版商家利用知名书店名称误导消

费者，平台对此缺乏有效审核等问题。
各平台代表就约谈通报中自身存在的

问题作出回应，并就平台下一步拟采取的
措施与浙江省消保委进行交流。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在会
上表示，盗版低价销售行为严重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秩序，危及图书行业的生存根基，
呼吁各大平台加大对销售盗版行为的处罚
力度，建立更加严格的版权保护机制。

浙江省消保委有关负责人就平台加强
盗版图书治理提出三点意见：要提高思想
认识，推动盗版治理从“事后处罚”到

“事前预防”转变，真正对盗版图书做到
“零容忍”；要完善平台规则，以问题为导
向进一步细化完善图书审核、违规处置等
相关规定，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要探索长
效机制，探索盗版图书长效治理机制，与
出版社建立“绿色通道”，及时响应和有
效处置盗版图书相关投诉，对于低价销
售、换壳经营等异常行为加强监测排查和
治理，形成打击盗版图书的合力。

浙江省消保委表示，将持续关注平台盗
版图书治理情况，视情开展“回头看”，努力
为消费者构建安全放心的网络购书环境。

浙江省消保委就盗版治理约谈各大平台

推动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转变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6 月 13 日
晚，在武汉市洪山广场西区林荫休闲广场
电影公益放映点，电影《峰爆》吸引了很
多市民早早入座等候观看。此次放映是由
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长江电影集团
主办的“光影铸魂·精神永传”弘扬大别

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公益电影展
映活动之一。

电影《峰爆》讲述了受全球地质变动
影响，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灾害在云江县
城突发，危急时刻，以小洪和老洪父子
为代表的基建人挺身而出展开生死救援

的故事。放映现场，灾难滔天的惊心画
面、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
物形象，让观众沉浸其中。

自 6 月初开始，为了加强大别山精
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的学习宣传与传
承，湖北长江电影集团联合湖北各市

（州）电影院线，精选《浴血大别山》《武
汉日夜》《峰爆》等优秀影片，在全省范
围内举办“三大精神”主题电影进校园、
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广
场等展映活动，计划年内开展1万场专题
放映。截至6月14日，已放映2000余场。

湖北开展“三大精神”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6月15日，安徽省淮北市图书馆
内，参与“你读书 我买单”的小读者
们正在阅读、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

近年来，淮北市图书馆推出“你读
书 我买单”文化惠民活动。活动通过
公众号征集全市读者推荐采购新书，参
与活动的读者享有“优先借阅权”。活
动打破传统图书采购方式，更好地满足
广大读者个性化需求，为建设书香淮北
添砖加瓦。

冯树风/视觉中国

安徽淮北：

读者变成“采购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