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福州(第595期）BB66 ■ 2022年 7月20日（星期三）

■ Wednesday, July 20, 2022Lt:Ric

【福州晚报讯】16 日至 17 日，
“数字福州行”主题采风活动举
行。作为2022福州国际数字化媒
体发展研讨会的系列活动之一，30
多名海内外华文媒体嘉宾探访三
坊七巷、闽江之心、鼓岭等地，感受
现代化与国际化、传统古韵与时尚
活力交融的有福之州。在他们眼
中，福州闽都韵十足、国际范满满。

有福之州古韵浓
16日早，采风团首站来到福建

省广播影视集团，深入了解福建本
土媒体对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感受
媒体融合力量。随后，他们来到有

“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和“中
国明清建筑博物馆”美称的三坊七
巷，寻找闽都文化的“根”与“魂”。

穿梭于白墙黛瓦的古厝间，大
家细细品味千年闽都的古韵。历
经千年，福州三坊七巷整体坊巷格
局至今尚存，结构清晰。白墙斑
驳、青苔黑瓦、红灯笼摇曳、马鞍墙
高耸……

第一次来三坊七巷，眼前的悠
悠古韵，让传播学博士、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教师华骁兴奋不已。

“这些古厝气势恢宏，将中国建筑
美学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从
建筑格局，还是从精妙绝伦的设计
上，无不令人感叹先人们的妙思。”
华骁连连发出惊叹。

香港大中华通讯社总编吴颖
红每一次到福州，都会来三坊七巷
走一走。“福州在保护古厝、传承文
脉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些古建筑
承载着许多可贵的故事，福州通过
保护、活化利用，让它们焕发新的
生命力。”吴颖红说。

生态画卷惹人醉
探寻闽都千年记忆后，采风团

一行来到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
感受生态之美。

漫步观鸟栈道，一幅生态画卷
跃然眼前：芦苇摇曳、水波荡漾、野

趣盎然，一派生机勃勃。这里是东
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
中间驿站、越冬地和燕鸥类重要繁
殖区，还是全球少数可以观测到中
华凤头燕鸥、勺嘴鹬、黑脸琵鹭三
种世界级珍稀鸟类的地方。

“这里不愧是‘鸟类王国’。”香
港紫荆网执行总编刘林说，闽江河
口国家湿地公园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在福州的生动实践。以
后他会向身边朋友推介这里，让他
们有机会也来走一走，感受福州生
态文明成果。

“湿地是‘地球之肾’，福州在
保护湿地上很有远见卓识。”《欧华
联合时报》社长吴敏说。

闽江之心显活力
16 日晚，采风团一行来到闽

江之心，感受“国际范”的有福之
州。采风团一行登上游轮赏水岸
风光。

闽江之心是“两江四岸”景观
带的核心段，是福州的“城市会客
厅·最美水岸”。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闽江两岸流光溢彩。“太酷炫
了！”璀璨灯光秀让郑州报业集团

正观新闻头条频道召集人王长善
流连忘返。他和福州很有缘，30
多年前，第一次出远门，就是来福
州，这是第二次。

“福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更具国际范和现代气息。”
王长善说，人们常说“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在福州都能实现！

站在闽江游轮的甲板上，西非
华声主编金浩不停地赞美闽江之
心。“闽江之心太美了，夜幕下的沿
岸景观带非常震撼，生活在这里的
人民真幸福。”他说，希望福州充分
利用好闽江资源，按照自己的特色
和国际化标准将闽江之心建得越
来越好，让美丽的有福之州越来越
靓丽。

鼓岭清新又醉人
17 日上午，采风团一行来到

福州后花园鼓岭，感受鼓岭优美的
生态画卷，聆听感人至深的“鼓岭
故事”。

沿路参观打卡，鼓岭中西结合
的石头厝给中国海峡新闻网记者
陈志成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少
在山上看到石头厝，这些古厝很有

特色，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他
说，福州在保护古厝的基础上，通
过引入旅游业让古厝焕发新的生
命力，这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沿着鼓岭老街，他们沿路打卡
鼓岭邮局、万国公益社等古厝，穿
越百年时光，聆听“鼓岭故事”，大
家纷纷为鼓岭中西交融的文化魅
力所倾倒。

在鼓岭，每一座古厝，都有一
段故事，记录着那段特殊的中西文
化交流史。在万国公益社里，记录
着美国人密尔顿·加德纳与鼓岭的
情缘。1992年8月，时任福州市委
书记习近平邀请加德纳的遗孀来
鼓岭，替她的丈夫完成重回儿时故
乡的遗愿，也成就了中美人民友好
交往的一段佳话。

欧洲新闻网副总经理周星妤
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原来，
背后有这么多动人的故事、生动的
细节，鼓岭成为中外和谐友好交往
的见证。”她建议福州在国际网站
和旅游平台上多增加鼓岭的“曝光
度”。

欧洲华文电视台台长林朱庆
来过福州很多次，却是第一次深度
游福州。“这趟鼓岭行真是不虚此
行！”林朱庆感叹道。他向记者透
露，目前，他正在筹划拍摄纪录片，
以外国人的视角，向世界展示福州
的历史文化、名人大家、生态风光、
非遗技艺等，传播好中国声音，讲
好福州故事。

（马丽清/文 林双伟/图）

海内外华文媒体嘉宾点赞有福之州

闽都韵十足 国际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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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0日2022福州国际数字化媒体发展研讨会举行

国际数字媒体发展联盟在榕成立
（逢周三出版）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
成果展览会22日开幕

【福州晚报讯】第五届数字中国
建设成果展览会报名通道已全面开
启，本届成果展将于 7 月 22 日~26 日
举行，展期共持续5天。成果展特别
设立专业观众日（即面向通过峰会小
程序提前完成注册的观众），可组织
参观者参与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等
多场专业活动。 （林瑞琪）

中国首个
城市标识数字藏品发布

【福州晚报讯】 首期限量发行
1000份，上链1分钟即被抢空。18日下
午，福州城市形象标识数字藏品首发暨

“格物链藏”平台上线仪式在新店古城
遗址公园举行，“有福之州”福州城市形
象标识正式上链，成为数字藏品。这是
中国首个城市标识数字藏品，发行总量
7686份，采用分期分批、公益免费的形
式，宣介福州城市形象。 （王玉萍）

福州古厝数字博物馆平台
本月上线

【福州晚报讯】福州古厝数字博
物馆平台基本建成，将于本月上线，集
中展示福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福州古厝数字博物馆平台通过“互联
网+文化”的体验模式，创新福州古厝
展览展示手段，打造百科式、全景式、
三维式、互动式、一站式的数字博物
馆，将福州古厝搬到云端，满足公众足
不出户、在线观展需求，赋予古厝全新
的生命力。 （王玉萍）

福州用数字人民币
可乘公交地铁

【福州晚报讯】 18日起，“e福州”
APP上线新活动——可用数字人民币
刷“福码”乘坐公交、地铁。如何使用
数字人民币乘坐公交地铁？首先需要
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开通银行数字
人民币钱包，并通过充值将钱包升级
为三类及以上等级；其次打开“e福州”
APP交通出行，在“福码”界面点击“支
付方式”，添加“数字人民币钱包”并选
择对应银行进行签约，输入数字人民
币注册手机号码验证码；最后选择“下
一步，继续签约”开通小额免密支付，
添加成功后乘坐公交地铁即可用数字
人民币钱包进行支付。 （郑瑞洋）

福州771根
2.0版智慧灯杆上岗

【福州晚报讯】 2.0 版智慧灯杆
来了！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即
将举办，记者18日从福州城投集团获
悉，福州市江北片区智慧灯杆建设一
期工程已基本完工，771根2.0版智慧
灯杆在15条道路亮相。作为重点推
广路段，全长920米的福州晋安区潭
桥路沿线共安装了58根2.0版智慧灯
杆，并已接入福州城投智慧路灯管理
运营平台。 （李锦清）

【福州晚报讯】 15 日至 17 日，
2022 福州国际数字化媒体发展研
讨会在福州举行。以第五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即将在榕举办为契
机，本届研讨会邀请40余家海内外
华文媒体，及多位数字经济领域专
家学者、业界代表等相约“云上”，
相聚福州，共同探讨数字中国建
设，共谋数字媒体发展未来。研讨
会开幕式上，正式发起成立国际数
字媒体发展联盟。

福州是一座“大美之城”，有山
的秀丽、江的奔腾和海的壮阔；福
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名人
灿若繁星，闽都文化源远流长；福
州也是一座“万亿之城”，全市GDP
超1.1万亿元，居福建省第一，特别
在数字经济领域，福州紧抓新一轮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契机，数字产
业乘势崛起，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
超 5400 亿元，占 GDP 比重超 48%，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也为
数字媒体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此次研讨会旨在发挥数字福
州和福州侨务的独特优势，引领聚
合中国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深
化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数字中国
发展。

15日上午，国际数字媒体发展
联盟正式成立。按照联盟发起倡
议，国际数字媒体发展联盟将搭建

国际数字媒体的资源合作通道与
信息交流平台，推动数字媒体顺应
信息化时代发展潮流，深化国际交

流合作，通过拓展合作交流平台、
搭建国际传播矩阵、强化媒体责任
担当，促进数字技术与创新思想的

汇聚，推动务实合作，为数字媒体
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马丽清/文 原浩/图）

【福州晚报讯】观点碰撞、金句
频现，福州迎来一场媒体盛会。15
日，在2022福州国际数字化媒体发
展研讨会的主旨演讲、圆桌对话、主
题分享等环节上，与会媒体代表、专
家学者激情论道，在线上线下共商
数字媒体发展新路径。

内容为王技术为要
驱动媒体新变革

围绕“创新驱动媒体新变革 数
字引领传播新格局”主题，与会媒体
代表、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副主任
王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继续坚持

“内容为王”，让有意义的内容更有
意思；重视“技术为要”，以最新技术
赋能媒体融合发展；坚持“用户为
先”，以运营创新聚拢最广泛用户。

新华网党委常委、董事、副总裁
申江婴认为，科技在历次传播的变
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科

技引领传播业变革的进程中，要重
点关注元宇宙、物联网和车联网三
大传播应用场景。

结合快手的一系列融合案例，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余敬
中表示，媒体要重点把握内容视角、
人的视角以及平台的商业属性，实
现三者的良性互动与平衡。

结合福州微博热搜数据特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叶韦明
为福州“定制”新媒体宣传方案。她
说，建议福州充分挖掘本地特色，比
如榕树、茉莉花、肉燕、鱼丸；对外找
准受众记忆点，让受众能最快速度
记住这个城市，从而讲好有温度的
城市人文故事。

当天下午的主题分享环节，聚
焦“数字创新驱动下的媒体新生态”
主题。

非洲时报社社长李新铸分享了
海外华文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他说，顺应数字时代高速、多元化的

潮流，秉承“传播中国声音”的出发
点，明确“立足华人圈、积极融入主
流”的业务方向，采取灵活务实的宣
传策略，海外华文媒体在数字时代
的发展前景令人期待。

加拿大传奇文化传媒集团高级
新闻顾问、北美微头条新闻总监孙
瑞祥认为，在数字化媒体强势发展
的大背景下，海外华文媒体内容建
设是核心，渠道拓展是基础，用户黏
性是关键，有效经营是保障。

凝聚侨心侨智讲好中国故事
海外华文媒体是世界了解中国

的重要窗口，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
声音的重要平台。它们该如何讲好
中国故事？当天下午，围绕“发挥数
字优势 凝聚侨心侨智 提升国际传
播能力”，与会嘉宾掀起一场“头脑
风暴”。

中国新闻网副总裁、中新经纬
总裁符永康说，当下疫情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海内外交流，海外公众
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明显增长，国际
传播应当顺应这种形势，做好传播
方式的迭代升级。他认为，侨界有

“三宝”——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
华文教育。遍布全球的华商群体是
支撑“三宝”发展的强大力量，海外
华文媒体可以借助这个群体，扩大
传播效能。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叶
韦明建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展
现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在传播
理念上，丰富人的维度，讲好人的故
事；在传播形式上，重视视觉传播、
信息可视化等社交媒体平台更青睐
的信息呈现；在传播内容上，整体概
括、地方知识和个人叙事并行，发挥
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引入更多
地方媒体的力量，发挥地方优势，用
本土文化符号（如茉莉花）搭建桥梁
纽带，讲有温度的故事，凝聚侨心侨
力。 （林瑞琪 马丽清）

海内外媒体代表、专家学者共商数字媒体发展新路径

搭乘数字东风 传播中国声音

国际数字媒体发展联盟成立。

嘉宾在鼓岭万国公益社内聆听“鼓岭故事”。

嘉宾在三坊七巷体验福州茉
莉花茶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