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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半生都泡在海洋里
的，只要国家需要，我必倾力而
为！现在只想尽力多做些工作，为
年轻人铺铺路，海洋广袤的舞台真
正属于他们。”近日，在第14届全
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现场，海底
科学奠基人之一、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金翔龙的发言，引得现场选手心
潮澎湃。

第 14 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由
国家海洋局、共青团中央、海军政
治工作部主办，自然资源部宣传教
育中心、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国
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等承办，
近日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及各网
络视听平台播出。本届竞赛打破了
传统电视知识竞赛节目的形式样
态，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
中海油研究总院工程研究设计院海
管结构首席工程师侯静、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雪龙 2”号船长张旭
德、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
张奕等海洋领域的权威专家和代表
到场，以分享自己亲身经历的方式
给大赛选手互动出题，并集中展示
了中国海洋事业取得的新成就。

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
极地考察……此次知识竞赛题目囊
括了海洋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以
视频题、文字题、连线题等形式，
全方面考验新一代海洋学子的知识
储备与思维能力。为了实现“专业
性、热点性、趣味性”有机融合，
总决赛在赛制上创新设计了“奇遇
海洋”“知识海洋”“海陆同心”三
个环节，以抢答、团队协作挑战等
方式展开。

“今年，我们要求每道题的题
干都要通俗易懂，让没有学科背景
的人也能了解这道题是在考什么，
让观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保持科学
严谨性与真实性的同时，我们注重
节目的趣味性和人文性表达，以实
现科学知识普及和艺术表达的平
衡。”《第 14 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总决赛》制片人刘叶华表示。

据介绍，本届竞赛分为大学生
组和公众组。大学生组赛道中，通
过学校选拔、地区选拔以及海军院
校选拔三种途径，全国200多所高
校的数十万大学生参与本次竞赛。
公众组赛道中，主办方通过开放

“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相
关网站和移动端答题入口等途径，
吸引了全国1500万人次参与答题。

“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目的在于
引导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
海洋意识、保护海洋环境，推动建
设海洋强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自然资源部宣传教
育中心科普部副处长柳茵介绍，自
2008 年举办以来，全国海洋知识
竞赛在全社会掀起了关注海洋的热

潮，使更多青少年关心海洋、认识
海洋、热爱海洋，提升大众保护海
洋、爱护海洋的责任意识，为建设
海洋强国培养了新生力量。

作为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承办
单位之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近
年来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结合福建
海洋资源优势，围绕海洋“做文
章”，推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精品，
如国内卫视首个海洋类日播节目

《海洋季风》、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福建骄傲 海洋力量》、首档海洋
文化类知识交互节目 《海洋公开
课》等。

《第14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
决赛》总导演、福建省广播影视集
团卫视中心主任、东南卫视总监李
灿宇表示，今后将探索更加多元化
的方式，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
式，做好海洋知识文化的传播，让
更多受众感受海洋的魅力和科学的
力量。

下图：科普博主、中国海洋大
学研究生张宜良在决赛现场分享自
己的故事。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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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
的 《2023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
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网
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 404.3 亿元，
同比增长 3.8%。随着网络文学的不

断发展，其已成为满足大众美好精神
文化需求的一种阅读新形式。如何看
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关系、网
络文学的创作特点与发展方向等话题
也 成 为 业 界 、 学 界 关 心 和 讨 论 的

焦点。
近日，由番茄小说主办的“山海

间的文学对话”直播对谈活动在浙江
临海市举办。来自文学界、出版界、
网络文学平台的嘉宾，围绕“文学新
趋势”展开探讨。

谈及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
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
群表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可以比作

“山”，其作者不断向文学的高峰攀
登；正在蓬勃兴起的网络文学可以比
作“海”，因为它有海量的作者和读
者，两者之间浑然一体，彼此相望、
相成、相生、相长。

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东西认可
这一说法，他认为文学需要遵循共同
规律，书写时代和人民，没有所谓高
下之分。

茅盾文学奖网络新人奖得主、番
茄小说作者妖夜提到，“网络作家也
是读传统文学长大的”，从传统文学
中汲取了许多创作技巧和养分。网络
作家要不断学习打动人心的写作手

法，从深层次引发读者的共鸣。
谈及文学发展，嘉宾们认为，文

学应该努力“跨界”，拥抱更多读
者。其中既包括网络文学，也包括靠
影视化改编等形式，提升文学的综合
影响力。韩敬群说，中国最不缺好故
事，期待网络作家可以将目光更多地
聚焦现实世界，推出现实主义佳作。

此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从
研究者角度指出，网络文学对传统文
化有一种创造性转换，比如把中国传
统的神话、传说等与科幻相结合，创
造出“赛博神话”“蒸汽水浒”等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同时，网
络文学的互动性较强，读者的评论已
成为作者获取反馈的重要途径。

嘉宾们从家乡对创作的影响，聊
到文学传统对自己的深厚滋养，金句
频出的直播对谈引发观众的积极讨
论。有读者回忆起自己的阅读经历，
认为无论传统文学或网络文学，都遵
循着相同的优秀故事标准；有读者期
望网络文学能创作出更多深入反映现
实生活的精品佳作；还有文学爱好者
表示，非常赞同作家应相互学习的观
点，这种态度也将激励自己的创作。

据悉，本场直播获得超386万人
次观看。

左图：直播现场。 主办方供图

浓浓戏韵伴暑假
网络文学丰富阅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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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河南鹤壁市山城区石
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桂芳播发了自己的第一条抖音，讲
述了自己为何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
村委会主任，又如何带领村民整治环
境、化解债务、发展产业的故事。风
趣的语言，质朴的画面，如同一股清
流，在网络上取得了很好传播，首播
视频发出后，12 小时内，账号涨粉
10 万，登上抖音热搜榜。截至目
前，账号点播量 1.5亿余次，点赞超
过360万，拥有46万多粉丝。

张桂芳说：“网络时代，流量把
握好了，就是财富。村里要致富，这
是一条路！”

勇担当——

下定决心，干出新花样

2021年1月份，刚当选村委会主
任不到一个月的张桂芳，就面临“年
关”考验——为村里上年纪的孤寡老
人筹措过年慰问品。看她手足无措，
卸任的村里老领导带她到与村子结对
的鹤壁市鑫荣铸业有限责任公司寻求
帮助。

“老村委会主任介绍我——这是
俺村的新主任，20 出头的女娃娃，
还没成家哩！鑫荣公司负责人哈哈
大 笑 ， 送 来 了 价 值 上 万 元 的 米 面
油 。 问 题 是 解 决 了 ， 我 却 羞 红 了
脸！”倔强的张桂芳说，“自身不能
造血，不长远！”

2020 年 12 月，原本在天津经营
民宿、月入两三万元的张桂芳，在石
林镇党委和村里老党员动员下，回到
出生地三家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第二年1月又当选村委会主任。

“上任了才发现头大。”张桂芳回
忆说，村部里，整齐摆放的4个铁皮
文件柜，全村 1500 口人的个人、家
庭信息，全村的土地、财产、农业、
社保，五花八门、分门别类都在里
面，一页页看完，得个把月；到村里
一走，才发现村子里各种事还真不
少：邻里有纠纷、婆媳有矛盾、下水
道有淤堵……

上任一个礼拜，张桂芳就有点想

打退堂鼓，可到鑫荣公司要了一趟米
面油之后，她反而决定干下去。

“村里多难啊！负债百万元，没
有啥产业，连给老人发慰问品都没
钱。我能撇下他们不管？”想到父亲
得知自己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时的自
豪，想到爷爷奶奶们热切、期盼的眼
神，张桂芳下定决心，“年轻人不
干，村子估计只会照着原来的老路
走，啥时候才有希望？我得干下去，
而且得干出新花样才行！”

想思路——

另辟蹊径，提升知名度

“村里本来就没钱，还要赊新
账 ， 涂 涂 抹 抹 画 着 玩 ， 这 娃 要 干
啥？”2021 年 5 月份，听说刚当没半
年的村委会主任张桂芳要搞“彩绘
村”，村里好多人质疑。

“我想着，村子不就是个大民宿
吗？民宿咋吸引人？整洁、亮气、有
特色呗，最主要得有名气！”把三家
村经营成一个大民宿，就是张桂芳的

“新花样”，第一步，是先把三家村打
造成一个“彩绘村”。

村里没钱，张桂芳就软磨硬泡，
请来 80 后画师张卫国，由他出工、
出料，在三家村主要街道、房前屋后
涂上了五彩斑斓的颜色，绘出了彩虹
阶梯、跃龙门等精美画作。张桂芳则
带领村民清理垃圾、整修街道和房
屋，使村子更加干净整洁。

三家村借着精美的彩绘开始有了
名气，陆续有一些城里人周末来参
观、休闲。“向媒体和社交平台借
力！”张桂芳说干就干，思路清晰，
她请来本地知名博主来村“打卡探
店”，后又邀请记者到村采访。

“我记得很清楚，2021 年 6 月 16
日，三家村第一次以彩绘村的形象登
上报纸。这篇报道发出之后，电视台
又来村里进行了报道。”张桂芳说，

“这次宣传引来了省内外更多媒体的
关注。三家村知名度大幅提升，成了
网红打卡地，引来了很多人。”

好事多磨，报道刊发一个月后，
鹤壁迎来超强暴雨，三家村农田、道
路、房屋多处被冲毁，村民急需各种
生活物资。

“有公益团队主动联系我，愿意
募捐。”张桂芳回忆说，那时候全村
断电，她坚守在村部，正安排救灾，
一个深圳的电话打来，“说他们从媒
体上关注到三家村，想和我们合作，
这次正好是个机会。”张桂芳没时间
犹豫，一口气列出了 90 万元的物资
需求清单。

“想着就是试试看，结果不到俩
小时，90 万元就筹满了，隔了一
天，第一批的 4000 箱矿泉水就寄到
了石林镇，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吃了一
惊。”回忆当时场景，张桂芳颇为自
豪，“我们后续又连着搞了两轮慈善
募捐，共为全村和全镇筹到了近 400
万元的救灾物资。”

灾后，张桂芳又通过网络募集
“留心河”灾后重建资金24万元，争
取“幸福计划”项目，为村内 50 户
老龄家庭提供便捷帮扶。

“最重要的是，村民终于理解我
了！”张桂芳回忆说，危难时刻，村
里的老人领到物资的时候，好多人都
哭了，“当得知我是因为打造彩绘村
才筹得这些时，他们纷纷夸我有办
法！各种质疑一扫而空，从此以后，
全力支持我工作！”

谋发展——

善用流量，吸引产业投资

因为善用网络力量，打造彩绘
村、网红村，又在暴雨面前，坚守岗
位，还迅速筹集到了大量救灾物资，
张桂芳算是在鹤壁出了名。她相继被
评为鹤壁市向上向善好青年、鹤壁市
防 汛 优 秀 党 员 、 鹤 壁 市 青 年 岗 位
能手。

张桂芳也利用大家的关注，为三
家村争取了抗旱减灾项目资金100万
元修建村口坑塘，提升农田灌溉水利
设施；争取市慈善总会投资 80 万

元，将村内入户路修缮完毕；争取扶
贫投资234万元改造自来水管网，提
升村民饮水质量等。

“光靠上级项目不行，归根到底，
激发出三家村的内生动力才行。”张桂
芳 说 。 2023 年 初 ， 经 过 认 真 思 考
后，张桂芳向上级提出，为三家村打
造特色村集体经济示范项目——打造
乡村自媒体，创设抖音号“97 村长
小芳”，讲述本村故事，宣传推介三
家村文化、风土人情、村民生活日常
等，以流量吸引产业投资的思路。得
到上级部门支持，拿到了 50 万元的
项目支持资金。

写剧本、买设备、搞直播，3月
抖音视频一发布，就火爆全网，与此
同时，张桂芳也开通了网络直播。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视频的传播，
为三家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借用短视频的流量优势，直播销售三
家村小米，一个礼拜卖出去 3 万多
斤，增收 10 多万元；徐州新能源汽
车公司与三家村建立联建协议，开展
助农三夏、农机捐赠等活动；浙商老
金来村内种植蜜本南瓜，当年村民通
过务工获得了30多万元的劳务费。

关注、投资多了，张桂芳更加注
重提升三家村发展质量。她带领村两
委逐门逐户征求意见，召开村民大会
广泛讨论，制定了很多切实可行的

“村规民约”，例如针对村内道路上乱
晒粮食有交通隐患的问题，就制定了
一条“不许在上坡路上和拐弯的地方
晒粮食”，得到村民赞同。

“只有用制度管人管事，才能营
造长期向好的村风，为各种项目落地
实施提供保证，为村里提供长期的收
益。”张桂芳总结。

善思巧为，张桂芳用好互联网谋
发展的思路，迅速带领三家村走上了
发展快车道。她自己也在 2023 年获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出名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村
里更好地发展。”张桂芳总结，“以后
要更加珍惜各种荣誉，珍惜网民们的
关注，善用流量，巧用流量，更好为
三家村谋福利！”

河南鹤壁三家村村民张桂芳返乡带领乡亲致富

这个村子发展，从彩绘开始……
本报记者 毕京津

核心阅读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

区石林镇三家村村民张

桂芳，返乡后当选村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她带领村民整治环

境、彩绘村庄，借用短视

频讲述本村故事，宣传

推介村子的文化和风土

人情等，引来了关注，发

展了产业。目前，村民

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图为张桂芳 （右一） 和村民高举村里收获的南瓜，拍摄趣味视频。 李 阳摄

暑假期间，山东省滨州市
博兴县博昌街道在各个社区设
置具有公益性质的“滨滨学
堂”，邀请吕剧、剪纸、草柳
编等当地民间艺人走进学堂，
免费指导假期中的社区儿童学
习各种传统文化。

图为 7 月 4 日，在滨州市
博 兴 县 博 昌 街 道 阳 光 社 区

“滨滨学堂”，社区儿童正在
当地吕剧民间艺人指导下学
唱吕剧，感受家乡戏的浓厚
魅力。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