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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南省委网信办等单位主办、顶端
新闻承办的“e起辟谣 清朗有我”2025年
河南省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近日在有着

“豫剧之乡”美誉的河南驻马店举行。活动
实现全网触达量突破6000万，在网络空间
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相保卫战。

地域文化放大辟谣声量

活动现场，原创豫剧《同心辟谣你我
他》亮相，演员们将河南传统豫剧与网络辟
谣巧妙融合，借豫韵铿锵拆穿虚假话术，凭
丹田唱腔道破信息迷雾。当熟悉的乡音乡
韵响起，台下400余名驻马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的师生瞬间被吸引，现场掌声
雷动。

这一巧妙融合地域文化与辟谣主题的
节目，正是顶端新闻创新辟谣形式的生动
实践。“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极大提升了传播
效果。”顶端新闻总编辑助理程时培说。

除了豫剧表演，活动还邀请到网络大

V“天中蜀黍”，结合一线执法经验，现场揭
秘社会热点谣言的炮制手法与危害。活动
相关话题#河南人的打谣DNA觉醒了##
驻马店基层民警揭秘谣言背后真相#等迅
速引爆网络，登上河南 17 地市同城热搜
榜，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800万。

今年以来，河南省网络辟谣沙龙下沉
地市，每到一地，顶端新闻便深入挖掘当地
文化基因，也会根据不同高校特色聚焦不
同主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为辟谣内容
披上了‘地方文化’的独特外衣，使其传播
穿透力呈几何级增长。”程时培说。

青年力量创新辟谣形式

年轻人是网民的构成主体，为了打破
传统辟谣的说教模式，顶端新闻承办的辟
谣沙龙系列活动，始终以年轻群体为核心
受众。活动深入大学校园，充分发动学生
力量，创新推出一系列年轻态、高互动的辟
谣内容形式。

在驻马店这场辟谣行动中，青年学生
成为当之无愧的主力军。现场，活力四射
的街舞《辟谣先锋》燃爆全场。该街舞表演
的短视频一经发布，单日播放量突破29.7
万，吸引大量年轻用户点赞、转发。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充分发挥创意，节
目《e 路清朗》以音乐剧形式，拆穿谣言滋
生传播套路；青年歌手带来的《辟谣歌》唱
响去伪存真的宣言，用音乐传递寻求真相
的信念。程时培表示，顶端新闻未来将继续
深入青年群体，通过形式创新、内容创新、
运营创新，充分激发青年智慧参与辟谣，为
清朗网络空间建设注入更多青春动能。

全媒矩阵筑牢清朗网络防线

辟谣沙龙系列活动高度重视联合媒体
力量、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政务同频、
央媒聚焦、大V助力、高校响应”，多方协同
的全媒矩阵，成为此次辟谣活动“破圈”传
播的关键。

活动期间，“河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
“网信驻马店”等多家政务号同步转发活动
内容，形成强大的官方传播合力。央视频、
人民网等央媒聚焦活动亮点展开深度报
道，从专业视角解读活动意义与价值，提升
活动影响力。

驻马店广播电视台、《天中晚报》、大河
网、《郑州晚报》等地方媒体也纷纷行动，推
出2025 年河南省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
相关专题专栏，持续跟进活动进展。

顶端新闻充分发挥平台型智媒优势，
有效整合资源，形成了多维度、立体化的传
播声势。数据显示，#2025 河南网络辟谣
沙龙第二季#主话题及7个分话题热度飙
升，全网触达量突破6000万。

“6000 万次触达不是终点，而是全民
参与治谣的新起点。”程时培表示，顶端新
闻正在升级迭代“辟谣互动平台”，未来会
通过社会参与、媒体发力和技术赋能，加强
辟谣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持续为构筑清朗
网络空间贡献力量。

顶端新闻联合青年学生唱响辟谣强音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本报讯 （记者蒲添）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推出的新书《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
故宫卷》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发布。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故宫卷》编
撰工作自2021年启动，历经4年完成。该卷
共收录与故宫相关的样式雷图档377件，揭
示了清代宫殿营造的过程。其中尤为珍贵
的是，该卷所包含的 100 余件养心殿图
档，对于研究该建筑在嘉庆至光绪年间的
多次改造、还原其建筑格局的连续性变化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表示，《国家图
书馆藏样式雷图档·故宫卷》 的发布为研
究、保护、修复故宫的古建筑提供了可靠的
参考依据，为促进故宫和北京中轴线两个世
界文化遗产以及首都核心文化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关键佐证。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认为，《国家图
书馆藏样式雷图档·故宫卷》的面世不仅是
珍贵文献的整理出版，也是国家图书馆与故
宫博物院两个重要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体
现了文献研究与遗产保护的跨界联动。

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褚建好表示，样式
雷家族历经数代人的智慧积淀与匠心耕耘，
留下了众多伟大的古建作品和珍贵图档。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故宫卷》 的出
版，体现了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的
合流，彰显了世界遗产与档案遗产在当下的
综合活化利用。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
图档·故宫卷》发布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通讯员张佐
理）融媒产品《问天》近日由湖北九通电子
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产品由湖北九通电
子音像出版社携手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
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中国科学技术
馆共同打造，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问天》以中国首批航天员群体为原型，
生动演绎了航天员群体勇往直前、征服太空
的故事。该产品融合广播剧、纸质剧本与连环
画等多种形式，集声音、音乐、文字、图画等呈
现方式于一体，真实展现了航天员艰苦训练
场景，塑造了无私奉献的英雄群像。值得一提
的是，其中的广播剧致力于声音上的精细打
磨，中国话剧“金狮奖”获得者庞磊、齐昕欣，
以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获得者柳芳、佟
鑫等，用精湛的声音演绎、刻画出一个个有血
有肉、可亲可敬的航天员形象。配套的连环画
结合手绘艺术与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技术，拓展读者对宇宙探索的想象空间，提升
阅读趣味性与互动体验感。

融媒产品《问天》
让航天精神“声”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新蕾出版社近
日在天津少儿阅读空间开展科普教育创新实
践活动，将“仓鼠大侦探”系列新书分享会
升级为“科学脱口秀+沉浸式解谜”的互动
课堂，以“仓鼠科学思维训练营”项目，构
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

活动现场，“仓鼠大侦探”系列作者、百万
知识博主刘艾奇带来科学脱口秀，通过幽默
风趣的表达和丰富生动的事例，引领孩子们
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在书店寻宝环节，孩子
们组队破解一道道环环相扣的谜题，找到隐
藏在书店里的地图碎片，成功完成拼图任务。
整场活动既增长了孩子们的科普知识，锻炼
了逻辑思维，也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

新蕾出版社在活动现场通过技术与阅读
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在“仓鼠大
侦探”主题阅读区，读者只需用手机轻触
NFC（近场通信）感应区打卡有声书墙，便能
进入沉浸式“声音剧场”，感受科幻推理小说
的魅力。活动还通过直播形成线上线下实时
互动的教育现场。下一步，新蕾出版社将推动
创新科普活动覆盖更多校园和阅读空间。

新蕾社打造“家校社”
协同育人模式

7月3日，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打造的“智绘深空·中国航天沉浸式VR+AR
数字课堂”展区化身科普乐园，亮相第十五届江苏书展。

观众只需用手机扫描《我的中国航天课》绘本页面，就能看到祝融号火星车瞬间
“降落”在赭红色的火星地表。体验者戴上智能设备，可以瞬间“置身”浩瀚宇宙，“漫
步”月球表面。从航天器破“纸”而出到亲历太空“漫步”，“智绘深空”展区以可触可感
的沉浸式科技体验，点燃现场观众探索太空的热情。 本报记者 李婧璇 摄

“智绘深空”
成书展科普热点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7 月 3
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的“重
温跨越国界的抗战史诗——张新科《铁
语》新书首发暨分享会”在苏州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

《铁语》 是张新科历时 8 年创作完
成的长篇抗战历史小说，讲述了韩国临
时政府领导人金凡流亡中国，组建抵抗
组织，在中国民众的支持下，与日本侵
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
救亡图存的坚强意志，以及与韩国志士
血火淬炼的真挚情缘，弘扬了中华民族
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活动中，张新科分享了自己创作
《铁语》的历程，表示“希望通过文学
打捞被遗忘的跨国情谊”。他回顾了与
这一题材结缘的过程，并谈到自2018年
起，先后4次赴韩，走访首尔、釜山、光州
等地，拜谒义士纪念馆；在国内更是沿
着小说主人公之一金凡的原型——金
九当年的行走路线，实地考察了上海、
嘉兴、南京、重庆、镇江等 13 座城市。
张新科还称，《铁语》严格遵循“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真实历
史事件为框架，同时塑造了以中国青年
崔立骏为代表的普通人群像，正是这些
普通百姓，让历史有了温度，丰富了作
品的细节。

《铁语》塑造抗战中的
普通人群像

■第十五届江苏书展

本报讯 （记者常湘萍）由北方妇女儿
童出版社主办的“跨越山海 传递芬芳：
2024年‘丝路书香立项项目’《向着天空奔
跑的花朵》 丝书向北之旅”活动近日在京
举办。

该作品讲述了支教老师严老师全家赴大
山支教，帮助孩子冲破困境、动员家长返乡
建设的温暖故事。严老师以教师独特的方式
为孩子们的快乐生活和健康成长打造出一片
自在的蓝天，通过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的行
动，展示了爱与责任的意义。

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于强表示，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将加
大在图书走出去领域的投入与探索，持续
挖掘优质选题，深化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
作，打造更多像 《向着天空奔跑的花朵》
一样的好书，提升集团在国际市场的传播力
与影响力。

《向着天空奔跑的花朵》
讲述支教老师动人故事

“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经过
15 年培育的江苏书展，已经将这句口
号镌刻进读者的心中。每年 7 月，江
苏人民的“文化闹钟”准时响起，江
苏书展成为展现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
式的“大舞台”——在这里，阅读已
不再是“翻开一本书”的简单动作，
而是串联起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
村、线下与线上的文化实践；名家
讲座、新书发布、互动体验等多元

形式交织，勾勒出一幅全民阅读的文
化盛景。

走进江苏书展现场，络绎不绝的
逛展读者，证明着书展的人气与热气。
已经连续举办 15 年的江苏书展之所以
能攒住人气，在于其以读者为中心的办
展逻辑。“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
邀请名家分享读书经，“新华书房读书
分享会”汇聚爱书人畅聊阅读故事，文
化名家与读者面对面，各地开展“你选
书、我买单”活动……书展构建起写书
人、做书人、读书人的对话场域。

“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的江苏

书展之所以能攒住人气，在于求新求
变，拓展阅读边界。始终紧跟科技浪
潮，本届书展首次增设的“凤凰人工
智能体验店”，让读者体验人工智能带
来的学习变革；“冰龙寻踪”“火星任
务”等 AR、VR 体验项目，让小读者
探寻科普阅读的穹苍。沉浸式阅读场
景，吸引了更多数字时代的年轻读者亲
近阅读。

江苏书展之所以能攒住人气，在
于始终以“破圈”之心打造文化 IP。
本届书展设“‘文’有读城、‘武’有

‘苏超’——‘文武双全’新江苏”专

题展陈，其间，“苏超”与书展联动，
13 座城市文化名片与踢球互动、市集
体验交织，展现文学江苏与活力江苏的
碰撞。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书展不仅是
书籍的展销平台，更成为文化传承、精
神交流的立体空间。

盛 夏 7 月 ，“ 苏 超 ” 遇 上 “ 书
超”——当绿茵场上的呐喊与书展中的
翻页声交织成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
化消费的繁荣，更是阅读积淀的文化自
信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步伐。这种
力量将如长江之水，润泽万物而不争，
奔涌向前而无声。

以“破圈”之心打造文化IP
□李婧璇

7月3日，还未进入第十五届江苏书
展现场，一片“绿茵草场”仿佛把所有人
带到了热火朝天的“苏超”现场，这里正
是由《现代快报》联合凤凰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特别策划的“‘文’有读城、‘武’
有‘苏超’——‘文武双全’新江苏”专题
展陈。展陈分为“‘书超’‘苏超’梦幻联
动”展区、“读城·老字号正青春”展区，以
及互动区、市集区。

今年异常火爆的“苏超”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话题，连来到书展举办讲座、发
布新书的学者莫砺锋都表示，“希望南京
和苏州打平手。”“书超”与“苏超”的强强
联合，让读者看到江苏书展联动全省力
量的双向赋能，看到书展不仅“文武双
全”，更能做到“内外兼修”。

展区内，江苏“十三太保”的代表性

图书和文创都被放在显眼位置进行展
示，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观看、打卡留念
拍照。

10岁的小读者吴颖浩“探”出脑袋，
一手比“耶”，一手指挥妈妈给他拍照，一
扭头发现背景板书架上放置着《斯文江
苏——名家解码江苏文脉》一书，便兴奋
地打开翻看。他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说：“我上午刚听完莫励锋爷
爷的讲座。他演讲的主题是‘千年文
脉与万里长江’，很多内容都跟这本书
里讲的内容相关联，他现场还为大家
签名留念呢！我也去书展买一本带回
家好好看！”

目前位列“苏超”积分榜第一的盐城
市，读者在其展柜可以看到《盐世界》《半
小时爱上盐城》《生灵·奇境》等图书，可
爱的麋鹿呦呦、勺嘴鹬嘟嘟等文创排布
在一旁，与展陈书籍互为呼应。南京市
展柜的《南京传》《南京味道》《江苏读

本》，连云港市的《连云港向海图兴五千
年》《海魂：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

《山海连云港》……担任本次专题展陈现
场解说的《现代快报》记者吴嫣然还特别
推介了有关淮安市的相关图书，包括《清
江浦运河文化简史》《都天庙》《大名漕
歌》《最忆清江浦》《大闸口》《清江浦的
100个故事》等。“运河三千里，最忆清江
浦。通过这些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
历史及趣事。”吴嫣然说。

除了展示精品好书，该展区也集中
了 13 座城市的特色主题图书与文化产
品，向读者呈现大美江苏的文化名片和
独特城市韵味。

“江苏‘读城’行动正在火热进行。
该活动立足江苏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现代
化发展成就，以大众参与的城市文化活
动为主旨，以阅读建筑、阅读地名、阅读
老字号为三条活动主线，开启线上线下
丰富多彩的活动。”《现代快报》常务副总

编辑张星介绍。
记者现场看到，在这个展区，读者

可以深度感受江苏 13 个地级市的文化
魅力。如盐城有着千年盐渎的传统文
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
湿地文化；南京向观众展示了 600 多岁
的明城墙、闻名世界的大报恩寺琉璃
塔、晚清私人宅第甘熙故居；苏州则介
绍了拙政园、留园等享誉中外的古典园
林，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本
馆。同时，展览还通过数据信息，介绍
了各地文化赋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

该专题展区还特意设置了“苏超”官
方特许商品销售点。有毛绒足球挂件、
江苏13市冰箱贴、城市队衣挂件、“你行
你上”帆布包等，每一款都暗藏“苏超”城
市梗。能阅读、能玩梗，还能参与互动、
逛市集、赢福利，让书迷和球迷迎来一场
双向奔赴。

“书超”“苏超”联动，“十三太保”整活儿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李婧璇

■现场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