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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基层直录播活动安徽名列前茅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发布国家公

共文化云 2020 年基层直录播活动排行榜。 在国家公共文化
云各省播出场次 TOP15 中，北京市 33 场、广东省 23 场分列
第一、二位，安徽省 17 场位列第三；在点击量 TOP20 排行榜
中，安徽省上榜活动数量、点击量位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省
文化馆遴选我省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优质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开展网络直录播工作，其中“童心向党 祝福祖国”2020 年
宿州市少儿春晚、“艺心抗疫 相约云端”2020 年安徽省群众
文艺优秀作品展演等四场活动入选国家公共文化云 TOP20
排行榜单，总点击量 138 万人次。 （晋文婧）

《典籍里的中国》近日在央视

热播引发讨论。 为了将古籍推向

大众视野， 专业人士在修复、整

理、展示等方面努力拓展———

··关注··

“热搜”不难，“爆款”不易

发掘典籍的当代价值

首届网络电影春节档， 是 2021年电影市场出现的新概
念。 随着消费者对于线上娱乐、网络电影需求的增加，业内也
在深入研究产业良性发展的途径———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43 部影片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集结播出，人们对线上观影的热度不亚于大银幕，今年春节，《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
案 3》等院线电影连创票房新高，与此同时，观众也迎来了首个“网络电影春节档”。 3 月 5 日，广电总局公布了 2021 年 1 月份重
点网络影视剧规划备案情况，其中通过规划备案的网络电影 456 部，是去年同期的 213%。 数据显示，我国有 8 亿多网民，每年
出品微电影 2 万多部，网络电影剧集约 5000 多部，短视频则很难统计具体数字，形成了规模超越院线电影的产业规模。

体量增大，题材增多

网络电影春节档有哪些影片？ 在中国电
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片单
中， 有平台联播付费电影 《少林寺之得宝传
奇》《发财日记》等，也有部分即将或已经下线
的院线电影，如《拆弹专家 2》《大红包》《吉祥
如意》《紧急救援》等。 内容方面涵盖了喜剧、
爱情、动作、军事、青春、玄幻、奇幻等多个热
门题材。此外，三大视频平台均在春节期间推
出“百部影片限时免费计划”，让 2021 网络电
影春节档更显热闹。 随着网络电影在付费模
式上不断探索，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网络电影
通过单片付费模式进行网络发行。

我省影视评论专家童加勃认为，“网络电
影春节档 ” 概念虽在今年才正式成形 ，但
2018 年便有先行者 ，2019 年出现更多试水
者， 当年春节档网络电影数量达到 15 部 。
2020 年春节，网络电影更是填补了人们无法
进影院看电影的遗憾，上线总共近 30 部。 网
络电影春节档影片逐年递增、形成态势，是因
为国内网络电影体量变大， 为之提供了足够
的储备。而观众线上观影心态也完成过渡，从
对院线电影网上免费观看的期待， 到对网络
电影付费观看的认同。

据 《2020 年中国网络电影行业报告》显

示，2020 年上新的网络电影中，共有 79 部影
片的分账票房破 1000 万元，同比增加 41 部。
童加勃介绍，网络电影总量逐渐递增，其中安
徽网络电影在全国曾占有重要份额，2014 年
一部投资数万元的网络大电影市场回报达
200 多万，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也在本省形
成巨大产业热潮。 当前，院线电影市场喜剧、
古装奇幻、冒险类型都有所降低，但这几种类
型则是网络电影市场的主要产出类型。 从我
省网络电影的统计数据来看，玄幻、科幻、奇
幻等占 40%，历史、武侠、言情占 30%，现实题
材占 30%，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题材处于上升
趋势之中，这是网络电影的一大突破，他举例
说，一部名为《爷俩和娘俩》的影片，将安徽地
方戏曲、民间小调融入电影情节之中，弘扬地
域文化、引导新风尚，令人印象深刻。

芳草：据初步统计，我国目前仅 2000 余家公
藏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就有约 20 万个品种， 超过
5000万册件，数量惊人。 一方面，全国各地古籍修复
工作者巧手修复；一方面，古籍中可讲述的中国故事
太多，思考如何将其有效传播是个新命题。 修复、整
理、展示，为了将古籍推向大众，业内做了很多，但是
在这些实战经验中，业内人士认为，让民众大范围地
接受古籍，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
困难重重。现在的微阅读，典型特征就是浏览式的泛
阅读、浅阅读，有时甚至是跳跃式阅读。而诵读经典、
传承文化，注重理性解读、细致研究。

风起流云： 典籍的推广传播应当是有趣味性
的。当然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选取典籍中有意
思的故事或是段落开始介绍，以点带面，由少到多；
二是指要适应当下话语方式的通俗性、 大众性等特
征，以用户的言语风格和交流方式，将传统文化典籍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言语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能仅
仅满足在传播的层面， 一定要将最后的落脚点放在
引导大众了解典籍中传统文化精粹上， 要让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满足再次回归到传统文本传播的方

式当中。

唐豆：典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典籍应
该包括所有的书籍，狭义的是古籍。古籍距今年代久
远，从内容到形式跟当今社会都有很大的隔膜。传统
文化典籍的传播是一种普及性的传播， 其目的是向
更多的普通大众普及传统文化， 提高人们的文化素
养，实现人们的文化自觉，而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
专家学者。 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都可以从
古人的智慧结晶中找到解答， 可以据此对传统典籍
进行有选择有重点的介绍。 一方面为人们解答疑惑
提供一条思考路径， 另一方面也可以向民众很好地
展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古道热肠：继承是创新的前提，继承便要做好
传统文化典籍在当代的传播。 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当
代科技给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如何让古籍从小众走进大众视野， 真正沉淀在人们
心中，一直是古籍工作者探索的大课题。 2007 年“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牌子， 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正式拉开
帷幕，至今也逾 10 年。 2012 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在
国图成立。专业人士应该探索将传统典籍化整为零，
坚持以生动的故事、精辟的语言、思辨的对话将文化
典籍呈现给读者， 深入浅出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涵和底蕴。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整理)

·文苑微谈·

··文化播报··

网络电影

热度高涨，精品稀缺

网络电影， 高热度却不一定能
换来好口碑。 比如《少林寺之得宝
传奇》的豆瓣评分仅为 4.2 分，不
少网友批评其剧本和制作都较
为粗糙。

近年来，我国网络电影市
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爆发
期，也进入当下的有序转型

期。 观众数量及票房收益增幅明显， 新人导
演、大银幕演员逐渐加入网络电影创作队伍，
童加勃说：“只有不断产出优质内容， 才能推
动网络电影发展， 但现在优质网络电影的储
备还远远不够。相较之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
的备案通过率较低， 大约为 10%。 片方对网
络电影具有高昂的创作激情， 但优秀编剧的
缺乏、制作周期的滞后，缺少优质内容的粗犷

式发展，依然是网络电影的‘症候’。”因此，完
善分账体系与扶持机制， 激发内容生产者的
能动性，助力内容的整体产能提升，推动内容
价值的创新性增长， 才能让这一市场日趋良
性发展。 网络电影观众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与
拓展，因此创作类型有巨大空间，当下，玄幻
类题材向现实题材转换， 是顺应观众需求变
化的一个表现，既顺应市场、又培育市场、引
导市场，是创作者应该具备的意识。我省网络
电影发行专家谢磊表示，电影的选材、体量与
市场息息相关，应当仔细考量，针对性制作、
发行，力求达到市场和艺术的共赢。

“转网”不是目的，“好电影”才是诉求

疫情防控常态化促使网络电影观众增加，大众观
赏习惯转移。 童加勃直言，网络电影从业者应当利用
好这一发展契机，打造适销对路的产品，不能用劣品、
庸品试探市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马梅则认为，在产
业转型期，创作要力求内容、场景、人群、环境的匹配，
顺应时代发展。

2021年，虽然有了网络电影新春档的概念，档期
却没能给网络电影带来显著的赋能效果， 现阶段尚
未呈现类似院线的档期效应。 这拨作品的上线时间
跨度将近两个月， 和传统意义上围绕节假日而形成
的电影档期有所差异。 实际上，线上和线下观影的行

为模式迥异， 观众去影院观影颇具仪式
感，这是线上观影无法提供的。

一方面， 线上档期还处于发轫阶段，
更多是由网络平台主导的，而不是在市场
探索中根据特定的场景消费需求自然形
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电影行业不需要
形成特定档期。 童加勃认为，网络电影从

业者的档期意识应当加强， 不同档期需要不同的定
制作品。 比如春节期间的合家欢、喜剧题材，比如重
大节庆日的主旋律题材。如果形成这种时间规律，就
可以让不同类型影片的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
最大化。

另一方面 ，消费者对于线上娱乐 、网络电影需
求的增加，也在倒逼部分传统影视投资机构开始投
资网络电影。 院线电影可以在网络播出，网络电影
也在以院线标准为创作参照，现在很多网络电影拍
摄模式也自觉向院线电影的拍摄模式靠近，比如按
照 1 个半小时的观影时长拍摄。 “院线电影每年出
品几十部 ，而网络电影每年创作几万部 ，不能轻视
网络电影在电影市场中的力量，由于其分散在不同
的播放平台，因此播放量似乎并不显眼。 ”我省影视
评论家李贵宏认为，正是由于院线电影与网络电影
的存在对比性，更应该提升网络电影的美学质感与
思想价值。院线或网络？对于观众而言，似乎不是非
此即彼的选择题，他们要选的是“好电影”。

进入 2021 年，启动“量子中心”打
造“科大硅谷”成为关注热点。

合肥高新区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
先行先试， 为战新产业的发展和一流
人才搭建广阔舞台， 奋力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产业”集聚区，高质
量建设科大硅谷核心区。

发力先行先试

描绘创新发展美丽“图画”

发展是最好的注脚， 历程是最有
力的见证。

198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合肥
市建立合肥科技工业园 。 1990 年 12
月，经合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
合肥科技工业园高新技术发展公司 。
1991年 3月 6日，国务院批准合肥科技
工业园等 27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
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9 年， 科大学子刘庆峰创办了
科大讯飞，2001 年入驻高新区。随着科
大讯飞为龙头的人工语音技术发展 ，

在高新区出现了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声谷入
驻企业 1024 户, 营业收入 1060 亿元，
成功实现“十三五”双千目标。 目前，中
国声谷已经成为合肥市高质量发展的
一张靓丽名片。

2001 年， 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毕
业生黄汪将他创办的公司搬到了高新
区。 2013 年下半年智能手表诞生；2014
年夏天，华米手环应运而生。 2019 年全
年， 华米科技总出货量达 4230 万部，
同比增长 53.8%，营收和利润也均保持
着高速增长，全年总营收达 58.1 亿元，
较 2018 年全年增长 59.4%； 全年调整
后的净利润为 6.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32.8%。 2019 年海外出货量占比超
过了 50%，AMAZFIT 智能手表产品已
经进入了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在内
的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 年， 中国科大教授潘建伟建
立了第一家量子技术公司科大国盾量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多年的发
展，多家主营量子技术的企业相继在高
新区成立，涉及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
量子精密测量三大量子技术领域。 目
前，合肥高新区拥有科大国盾、本源量
子、国仪量子、国科量子、中创为量子等
主营量子技术企业 5 家，量子关联企业

20余家，形成量子产业“一条街”。

聚焦基础研究

产业发展获得“关键支撑”

欲流长者必浚其源， 欲枝茂者必
固其本。 合肥高新区高度重视基础研
究，为战新产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
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的布局
成为园区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2 年，由安徽省、中国科学院、
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方共建
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
院在高新区启动建设 。 承继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光荣传统的先研院 ，形

成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平台，有力地促
进基础研究成果向先进技术和生产
力的转化。 目前，先研院已建设联合
实验室 67 家，累计引进各类人才 678
人， 汇聚各类创新人才 639 多人 ，其
中市级以上高端创新人才 50 余名 ；
累计孵化企业 267 家 ,其中市级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 52 家 。 协助科技成果
与企业 、投资机构对接 ，举办各类技
术对接活动 1400 余次 ，累计帮助企
业解决技术需求 600 余项 。 2020 年 ，
先研院首次成为中国科大专业学位
研究生校内招生单位， 与长鑫存储 、
龙芯科技 、平安科技 、新华三等企业
合作开展定制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 ，打造工程化 、应用型人才培

养基地。
2017 年，中国科大高新校区开工，

校区选址于合肥高新区创新大道 、燕
子河路、 石莲南路和柏堰湾路围合区
域，规划校区、人才公寓区域,以及附属
幼儿园、中小学三个区域，是中科大面
积最大的校区。 中国科大高新校区拟
布局与高技术及工程学科密切相关的
信息、计算机、工程等 5 个学院及重点
科研机构，6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30 余
个院省部级科研平台，预计 2025 年基
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磨刀不误砍柴工。 实践证明，背靠
基础研究这颗大树的“根”，方可攥住
产业链发展的源头科技， 在产业上避
免被人“卡脖子”。

活跃技术金融

润泽创新高地的“活水源头”

人工智能、量子产业、生物医药 、
信息安全， 在这些战新产业蓬勃发展
的同时， 对资金的需求是无法回避的
难题。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一揽
子解决资金问题， 成为摆在园区面前
的重要课题。

作为合肥高新区投融资平台 ，高
新集团聚力发展投资业务，实现“由融

资向投资”的转型。 早在 2010 年，高新
集团就开始涉足基金投资业务， 发起
安徽省内第一支政府天使基金和种子
基金，弥补了小微企业市场投资缺位。
为促进自主创新技术在高新区转化和
引进，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2020 年高新
集团联合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上海蒙谦
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 2
亿元的新兴产业基金。

10 余年时间， 高新集团撬动社会
资本，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一批优质
资本、项目、技术和人才向合肥高新区
汇聚，优化创新创业金融环境，助力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在科技成果转化、战
新产业培育、 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截至 2020 年底，高新集团发起、参
与设立了 30 支投资基金和 4 支专项资
金，基金总规模 481.92亿元，覆盖种子、
天使、VC、PE、Pre-IPO 等不同阶段，覆
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累计投资项目 459
个，投资额 150.32 亿元，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量子通信、集成电路、语音产
业、人工智能、公共安全等）、大健康（离
子医学、精准医疗、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等）、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 约 200 支总额约 2000 亿元
的社会性风投、 基金也来到高新区，形
成了更加强大的“基金丛林”，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费非）

合肥高新区：矢志创新 奋力打造“科大硅谷”核心区

中科大先研院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