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从短视频里感

受中国美食的烟火

气，进入数字资源库

“近距离”观摩敦煌

石窟的绚丽多彩，通

过直播尽览中国各

地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如今，对海

外网友来说，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不再

遥不可及。借助“互

联网+”的翅膀，中

华文化踏“云”而行，

加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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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中国短视频博主受关注

最近，新西兰太平洋文化艺术发展协会
会长和志耘又开始忙碌起来。距离2023年农
历春节还有两个多月，和志耘与新西兰当地
侨团已在着手准备一年一度的新西兰华人网
络春晚。

“目前，我们已征集到不少节目。这台
时 长 4 小 时 的 网 络 春 晚 ， 将 集 合 来 自 中
国、新西兰以及其他多国艺术家表演的精
彩节目，面向全球播放。届时，世界各地
观众可以在线欣赏一场中华文化的盛宴。”
和志耘向本报记者介绍，互联网已成为对
外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以新西兰侨界为例，除了网络春晚，当
地华侨华人还在线举办了书法比赛、歌唱比

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互联网受众面广，能
将不同国家受众联结到一起，在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大平
台作用。”和志耘说。

除了海外华侨华人积极扮演“文化使者”
的角色之外，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文化产品也
搭乘互联网的快车，热销全球。

近年来，众多文化类中国短视频博主的
作品登陆海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吸引海量
粉丝。中国美食、传统手工艺、少数民族风
情等通过短视频，传播到世界各地，唤起海
外网友对中华文化的好奇。

哔哩哔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近日
在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表示，

视频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视频化浪
潮助力中华文化“出海”。

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互联网在助力敦煌文化海外传播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2016 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
线，向全球共享30个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图
像和虚拟漫游节目。1年后，“数字敦煌”资源
库英文版上线。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访问
用户遍布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日本、
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等
国家。

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看来，敦煌石窟
本身便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鉴共融的结
晶。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数字敦煌”这一
集成化的大型石窟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和互联
网综合敦煌文化服务平台，既向世界展示古代
文明互联互通的结晶，也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
灿烂文明之光，更将为推动新时代各国文明对
话和文化交流、共创数字时代新型文化文明成
果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
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已与世界深度融合。
同时，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构
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数字传播新格
局，这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创造

了全新条件。”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
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兴东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

随着互联网加速普及，全球网民数量稳
步增长。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涂凌波
认为，在数字媒介技术变革作用下，世界交
往迎来一个新阶段，即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
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直接的交往关系。在新
的世界交往和文明交流形态下，中华文明正
在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姿态推动人类文明的
新发展。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
不断推出、中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工程建
设、中华文化的海外平台推广等实践，展现
出数字媒介在不断提升着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

搭建便捷的沟通桥梁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互联网在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打破时空界
限，有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今年 7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国内外
33家顶级博物馆共聚云端，举办全球博物馆
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

作为活动第一站，中国国家博物馆以
“从文字看中国——解析中华文明的基因和
密码”为主题，于 7 月 6 日开启直播。在最
受关注的“馆长之选”环节，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长王春法遴选了“王令众人协田刻辞”
牛骨、大盂鼎、“编年记”竹简等 5 件 （套） 馆
藏精品，生动阐释藏品背后的文化价值，
讲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而在次日举行
的第二站直播中，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
馆长阿列克谢·列维金则在线向全球观众展
示了欧洲地图学的杰作——直径 171 厘米的
布劳地球仪。

本次接力活动组织10位国内博物馆馆长
联袂讲述中国故事，并与来自五大洲的24位
博物馆馆长一起，用约 150 件珍贵藏品展示
人类文明的灿烂成果，增强不同文明对价值
内涵的认识与理解。

近两年，类似的线上活动还有很多。中
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中坦 （坦桑尼亚） 网
络文化交流会、中国—南非新媒体圆桌会
议……一个个生动场景，记录了中国以网
为媒加强文明互鉴的历程。如业内人士所
言，互联网自带交流“基因”，为不同国
家、不同文明文化之间搭建起便捷的沟通
桥梁。

“中国与世界形成更加畅通的双向互动，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
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当遵循传播规
律，树立全新思维，继续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方兴东说。

打破时空界限，促进交流互鉴

让更多文化产品在“云”上走出去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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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等重点项目集群
助力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发展

作为成都产业发展主阵地，成都高新区紧紧围
绕产业建圈强链，充分发挥基金招商作用效能，不断
做优做强生物医药产业。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
引导设立医疗健康子基金 5 只，累计基金规模达 66
亿元，今年已通过基金招商推动 10 余家企业成功
落地。

10月27日，通用电气（GE）医疗中国精准医疗产
业化基地项目签约落地，成为四川省首个由跨国500
强医疗企业征地自建的产业化基地，也是GE医疗在
中国西部的首个产业化项目。成都高新区和 GE医
疗的合作，是成都高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推动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的有力实践，也是
抓链主项目、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将在高
能级项目招引方面发挥更多示范带动效应。

当前，成都高新区正加快推进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前沿医学中心等重点生物医药产业片区项目
集群建设，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和竞争新优势。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由成都高新区与双流区合
作共建，截至目前，共引进项目 200 个，总投资 1200
亿元。生物城旨在通过科技创新项目集群实现从 0
到1的创新策源、从1到10的成果转化，以及通过制
造业发展项目集群实现从10到N的产业发展，实现
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发展的良好局面。

前沿医学中心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
园，倍特药业研发中心等60余个优质项目已入驻运
营，聚集院士级专家2名、国家级人才8名、正高级专
家37名，实际入驻研发人员近2000名。国家精准医
学产业创新中心即将正式投运，成为园区第3个国家
级创新平台。

构建全链条全周期产业服务体系
持续提升生物产业创新策源力

成都高新区稳居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

榜第一梯队的关键，在于成都高新区的成果转化创
新策源能力，以及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的全链条全
周期的产业服务体系。

今年5月，成都高新区发布《关于医药健康产业
建圈强链发展政策》，共10条，包括做强产业链、培育
创新链、稳定供应链、配置要素链、提升价值链5个方
面。专项政策结合国内外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重点以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为导向，旨在通过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和优化服务，加快推动成都高新区
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
区域带动力的医药健康产业体系。

自2018年以来，成都高新区陆续出台《关于构建
生物产业生态圈（产业功能区）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关于促进生物产业生态圈（产业功能区）
成型成势发展的若干政策（修订）》，累计支持584个
项目，在医药健康产业项目招引、企业培育、品种创
新等方面起到良好助推作用。

成都高新区稳步推进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进程，

累计上市及过会企业10家，已储备华西海圻等23家
拟上市企业。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充分发挥创新平台的聚
合、协调作用，持续做优做强创新策源转化核心能
力，加快建设医药健康领域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等
重大产业支撑平台，持续保持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综
合竞争力领先优势，助推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跨
越发展。力争到 2025年，成都高新区医药健康产业
规模“翻两番”，加快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医药健康产业核心聚集区和重要增长极、国内医药
健康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和主要人才栖息地、全球
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园区。

成都前沿医学中心成都前沿医学中心成都前沿医学中心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日前，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在2022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上发布《2022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竞争力评价及分
析报告》，“2021中国生物医药园区发展竞争力排行榜”同步揭晓。其中，在园区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位列第三，比上一年上升一位，稳居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梯队。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呈现蓬勃之势，聚集赛诺菲、美敦力等医药企业30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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