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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发出邀请

“为世界打造舞台，向朋友敞开胸怀”。2018年“魅
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文化
遗产建筑——布达创意馆拉开帷幕。上海市副市长许昆
林重点向匈牙利各界推介11月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他说，举办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欢迎匈牙利朋友到上海参
会，向中国市场推介匈牙利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今年也是上海和布达佩斯缔结友好城市 5周年。一
个星期的“魅力上海”系列活动在布达佩斯举行，包括

“魅力上海”摄影展、“上海客厅”文创展、海派画家精
选作品展“上海之韵”，以及非遗技艺表演和“沪语海
报”AR 互动体验等内容。借助新媒体技术，通过参加

富有海派气质的上海文创品牌展示和丰富多样的活动，
布达佩斯观众仿佛走进了上海人家的客厅，体会上海文
化和上海品牌的特色。布达创意馆首席执行官汤马斯表
示，参加这些可听可看、可触可摸的中国上海推介活
动，深感“魅力上海”名不虚传。

布达佩斯节庆及旅游中心主任提奥多拉·班表示，文
化旅游作为旅游行业的支柱，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
承传统文化，跟上未来技术的发展。通过在布达佩斯举
办的世界级文化创意节，许多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得到了
成功推广和呈现。

向朋友敞开胸怀

在塞尔维亚，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苏蓉娟
表示，中国和塞尔维亚友谊源远流长，作为“一带一

路”沿线主要城市之一，贝尔格莱德一直以来都是上海
重要的合作伙伴。正在米哈伊洛大公步行街广场上举办
的“360 度上海”图片展，立体展现了上海浦江两岸的
天际线，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从贝尔格莱德街头“穿
越”到上海外滩的奇妙感受。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地标——卡莱梅格丹公
园内的茨薇塔·祖佐丽奇艺术馆，“魅力上海”摄影展吸
引了众多贝尔格莱德市民，观众对中国首部航拍 VR 城
市形象片《飞越上海》饶有兴趣。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
勒布，市民争相体验上海 VR 城市形象片虚拟热气球项
目。观众排起长队，戴上VR眼镜观赏中国首部航拍VR
城市形象片《飞越上海》，让人身处萨格勒布却仿佛“穿
越”到了黄浦江上空。年轻人也纷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
自己的“飞越之旅”。据介绍，“飞越上海”VR 项目采
用虚拟现实技术，运用360度空中航拍手段，历时8个月
采集到上海主要城市风貌，通过后期影像处理及融合编
程，形成360度全景动态空中体验形象影片。

贝尔格莱德市副市长派特罗尼叶维奇评价“魅力上
海”活动时说，卡莱梅格丹公园是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
问塞尔维亚时参观过的地方。塞中两国、贝沪两城，渊
源深厚，两国人民可以进一步在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
互相学习。

用技术展示精彩

塞尔维亚萨格勒布市副市长叶琳娜在体验过“飞越上
海”VR项目后说：“通过VR，不仅看到了21世纪的上海，
还仿佛看到了未来的上海，非常神奇。”当地媒体和参观者
还被现场播放的进口博览会宣传片所吸引。总理办公室
主任弗尔卡·佩特希奇在看过宣传片后表示，国际进口博
览会对推动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克罗地亚将参与盛会。

塞尔维亚旅游形象大使、上海作家陈丹燕与塞尔维
亚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莉莉安娜·戈约维奇在艺术馆里举办
了一场名为“上海作家眼中的上海与贝尔格莱德”的文
化沙龙，陈丹燕从旅游使者和文化学者的视角，讲述上
海故事，解读中塞城市文化内涵。陈丹燕介绍，第一次
看到空中视角的外滩居然是在海外的中国城市推介活
动，感觉是穿越的。她曾用10年时间写出了以上海为背
景的外滩三部曲作品，在异国的 VR 镜头中，她小说中
非常熟悉的房子、街道以及黄浦江呈现在贝尔格莱德，
让她感到格外亲切。

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能赢得更多
受众、产生更大影响。中国在海外举办的推介活动是世
界眺望中国的窗口，在这个窗口运用新视角新技术展示
最美的中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了个好头。

网贷平台的蓬勃发展，给公众提
供了低门槛、低成本的借贷渠道，同
时也衍生出大量催收欠账的业务需
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第
三方债务催收的法人单位数量已有两
三千家左右。但由于缺乏市场监管，
国内债务催收行业鱼龙混杂，从业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公司或自建团
队，或外包业务，吸纳不法社会力
量，采用骚扰、软禁、花圈堵路乃至
绑架、用刑等手段，将催收行业变成
一个“江湖”。

不规范的债务催收，极易引发
恶性事件。但要将其监管起来，却又
困难重重。目前中国的催收行业还处
于专属法律空白阶段，加之负面舆论
的推波助澜，使得债务催收行业似乎
已同黑道或暴力画上等号。然而，合
法规范的债务催收公司对很多金融机
构来说又是“刚需”，取消不得。业者
都在期待，如何规范催收行业，让欠
账不再难收？

正规的催收一般先是短信提醒，
随后是电话催收、函件催收、上门催
收以及法律催收等。这其中既涉及到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信息搜集，也涉及
到对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整个债
务催收行业要实现阳光化和法制化，
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
动，在多方面深下工夫。

首先，急需明确具体的主管部
门，制定催收行业相关的法律条文，
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及法律制度，使催收行为有法可
依。美国及中国港台地区都制定了专门的债务催收法
律规范，值得参考。

其次，应该出台催收行业相应的自律公约，在行
业内进行自我约束和规范。比如可以要求催收公司公
开其规范的业务流程制度、投诉处理体系等。

再次，要及时关注高新技术催收手段的发展，更好
地平衡获取债务人信息和保护公民隐私两者关系。比
如目前有的公司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智能催收，包
括自动失联修复、依靠大数据建立催收模型、使用前端
机器人发送语音传呼和批量短信等。催收是个苦活，被
误解谩骂、戏弄欺骗是常有的事，业务员心理容易失衡，
情绪失控。相比之下，引入机器人则更加规范高效。

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体
系，优化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让“老赖”寸步难
行，让欠账不再难收。

在中国，催收曾经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业，没有一
家催收公司可以上 A 股主板。现如今，中国已经开始
规范整顿催收行业。可以相信，在实现“阳光催收”
后，这个万亿级的大市场一定会迎来发展的春天。

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他连掘数井，次次满载而
归；在全球创客梦寐以求的“麦加圣地”硅谷，他被
誉为“创业之神”；1996年6月《时代》周刊评选的25
位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他名列第一。他就是知
名的美国企业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吉姆·克拉克。

1944 年，克拉克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贫
困家庭。16 岁，他高中未毕业就选择退学。20 岁以
后，他开始努力与那些问题青年拉开距离。作为一名
计算机程序员，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同时，他又努力
学习，相继在纽奥良大学和犹他大学获得了三个学
位，其中包括计算机学科的博士学位。

克拉克一直在改变和打破原有的规矩。1999 年，
时年55岁的克拉克住在加州。他在房后新建了一个游
泳池，却不幸发现邻居可以在早餐时观看游泳池。当
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泳池附近建一道围墙，但这违
反社区规定。于是，克拉克干脆就在后院垒起一座小
山，既没有违规，也解决了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克拉
克式思考方式，”克拉克的一位老友说：“围墙只能这
么高，那就打破规矩，垒成小山。”

克拉克一生的理想就是要证明自己。他创立了美
国硅图公司 （SGI）、美国网景公司等。这几家公司市
值均在 10 亿美元以上，大大改变了计算机行业面貌。
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克拉克比现实生活中更伟大，
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

或许早年艰辛的生活培养了克拉克极富想象力却
又脚踏实地的品格，但他的成功绝离不开超强的洞察
力。“他是一个有目标的叛逆者，”克拉克的律师如此
评价，“他具有超强的洞察未来发展趋势的才能，企业
家都相信他能够创造未来。”

在克拉克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因为“运
气+矢志不渝的精神”。“如果我觉得某种东西让我受不
了，我或许还会创建一家新公司。”克拉克这样说。从无
人知晓的“贫困小子”，到全硅谷人崇拜的知名偶像，克
拉克用汗水与智慧书写了硅谷创业的励志故事。

昔日听众追捧

说起广播剧，大家并不陌生。它是一种广播电视
艺术形式，早期以广播电台为载体，以语言、音乐、
音响为创作元素，将听觉艺术的魅力最大可能地发挥
出来。当年曹禺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广播剧是魅力
女神，像诗、像梦，在声音世界中，使人享受到一切
美妙。”

广播剧在中国已有 80 余年历史，其间几多起伏。
上世纪 70 年代，对广播剧而言，可谓是人气爆棚的鼎
盛期。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的收听率一度紧

随 《新闻和报纸摘要》 之后，位列十大类型节目的第
二位。然而，这种“盛世”随着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
而终止：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绝大多数电台
的广播剧创作停滞不前，听众也急剧下降。1996 年，
广播剧迎来“第二个春天”，这一年，广播剧被中宣部
列入“五个一工程”，极大鼓舞了广播人的士气，此后
广播剧开始爬坡。

变身受众新宠

随着融媒体时代来临，广播剧正由昔日的“魅力女
神”，逐渐变身为受众的“新宠”。

2007年到 2017年，是中文广播剧蓬勃发展的 10年，
这期间，互联网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文广播剧制作
者，聚拢了大量广播剧听众，很多听众实现了从接触广
播剧到喜欢广播剧的转化。仅2017年一整年，互联网上
发布的广播剧就超过了2000部，为我国的广播剧艺术发
展事业开辟了新空间。

广电总局发布的 《2017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
报》 显示，2017 年，广播剧类广播节目制作时间 23.11
万小时，比2016年 （17.26万小时） 增加5.85万小时，同
比增长33.89%；与此同时，广播剧类广播节目播出时间
94.82万小时，比2016年 （83.20万小时） 增加11.62万小
时，同比增长13.97%。

推动良性发展

广播剧在如火如荼发展之时，也经历着成长之痛。
比如，传统广播剧面临分发渠道狭窄、推广不力等问

题。网络广播剧也存在版权意识薄弱、选题过度娱乐、
没有资金支持的困局。

面对新媒体挑战，广播剧的发展该如何破局？主动拥
抱新媒体是正道。安徽广播电视台广播剧编导吕卉曾介
绍，近年来，他们积极与新媒体共舞，通过微数字技术在互
联网上进行音图文融合传播，打造长度在 10分钟之内的
微型广播剧。因其成本低、制作周期短，容易形成规模化
生产；每集长度在10分钟以内，符合新媒体时代碎片化阅
读和收听的习惯，便于手机传播。该系列节目引起广泛关
注、转发、点赞，成为一次成功的融媒体创新尝试。

安徽广播电视台在广播剧传播方面作出的探索，也
值得借鉴。他们除了将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安
徽广播电视台各频率展播外，还在主流网站和音频软件
上开设微剧频道并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转发，分享给手
机用户。如此组合拳般的融媒体手段，换来的是受众人
数几何级数的增长。

广播剧的主题和选材丰富多彩，如何将艺术性与新
闻性、思想性、可听性统一起来？2016年夏天，湖北之
声“微广播剧”团队推出《2016防汛记忆》系列新闻微
剧，用丰富多彩的声音元素展现抗洪故事，得到了广大
听众和市场的认可。事实证明，将优质音频内容与弘扬
正能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是广播剧
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

网络广播剧走红之后，开始成为配合新书出版、网
络游戏推广，甚至是电视剧营销的组合手段。与此同
时，不少业余“网配”（网络配音） 人，也开始向职业配
音师转变。有专家指出，通过音像制品、网络音频等创
造多渠道盈利模式，或许能成为广播剧线上线下探索的
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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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向海外推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用新视角新技术讲故事
钱 怡

向海外推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用新视角新技术讲故事
钱 怡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60 秒微
视频日前登陆央视，迅速在各大媒体平
台获得转发。博览会主办地上海市向
世界发出邀请——“让我们相遇，在上
海……”。从6月13日到6月22日，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塞尔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相继
举办“魅力上海”活动，重点推介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文创活动、短视频
展示、VR（虚拟现实）体验、AR（增强现
实）体验等新视角新技术把最美的中国
展示给世界。

吉姆·克拉克：

硅谷励志的穷小子
海外网 姚凯红

互联网大咖秀

中文广播剧成“新宠”
海外网 刘 强

最近，网友小白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体
验了一把网络广播剧。她本以为会跟小时候听
评书一样，能迷迷糊糊睡过去。结果，伴随着
低沉磁性人声的登场，逼真的音效与优美的配
乐相互交融，搭建出宛若电影画面般的震撼场
景，让她听得如痴如醉。小白惊喜地说，“太喜
欢了，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

像小白这样，对广播剧“路转粉”的例子
比比皆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可供选择
的娱乐方式更多元。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躺
在沙发上看电视太奢侈，捧着大部头啃读又太
枯燥，而在上班途中、睡前时光，听一集广播
剧，既方便，又享受。这种轻松的减压手段，
开始备受追捧。

萨格勒布市民体验萨格勒布市民体验VRVR““飞越上海飞越上海””

贝尔格莱德观众排队观看贝尔格莱德观众排队观看““360360度上海度上海””体验型图片展体验型图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