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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协作”塑造市场

“嘀嘀”“嘀嘀”，广东咏声动漫股
份有限公司电视事业部总经理刘维述
的微信不断传来新消息，他看了看
表，已经下午5点了，连续几小时的工
作让他稍显疲惫，洗了一把脸，重回
书桌前，他打开企业微信工作群，看
到“百变校巴”动画项目组和“猪猪
侠”项目组的成员在各自工作群里正
激烈讨论着工作进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咏声动漫
多个动画项目的制作和发行进度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但 3D动画投资大、周
期长、风险高，每部动画片的制作量都
精确到天，延迟复工对项目影响很大。

“为了员工健康，不能让大家回公
司。”2 月 2 日，原计划复工日的前一
天，公司总裁、“猪猪侠”创始人古志
斌在工作群里明确表态。经过讨论，
他决定采用全员线上办公、将制作挪
到“云端”的办法。除少数因硬件设
备等原因需要到公司现场的人员外，
咏声动漫全面“云复工”，目前 90%的
员工在家远程办公。

经过几周努力，远程在线办公初
显成效，动画项目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正一步步向原计划节点靠近，电
视动画“百变校巴”、《猪猪侠》第6部
大电影也有望按计划制作完成。

据 了 解 ， 动 画 项 目 主 要 涵 盖 编
剧、原画、分镜、模型、动画、特
效、渲染、合成、配音、输出等多个
环节。“疫情期间，创作前期的文化创
意环节，主要通过网络会议等在线办
公方式实现头脑风暴，工作效率和质
量并没有降低，有时可能比在办公室
效果更好。”刘维述对本报记者说。

“文化创意的产生离不开创意思维
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云协作’
不仅是一种线上办公手段，更是一种
突破时空、互动交流的思维方式。‘云
协作’有助于塑造开放多元包容的国
际文化市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院长范周对本报记者说。

“未来‘云办公’形式可能会成为
我们的常态，即使疫情过去了我们也
打算继续保留这种办公形式。”古志斌
对本报记者说。

“云办公”渐成趋势

线上办公、远程协作等工作形式
已不是新鲜事，在减少员工通勤时间
的同时减少人员集聚。据了解，2 月 3
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钉钉数据显示，当日有上千万企
业、近2亿人开启远程办公模式。

“对于艺术设计、网络文学、游戏
设计等对计算机技术依赖度较高的行
业，远程线上办公可能不仅是疫情当
前的应急措施，也可能成为今后的发
展趋势。”范周说。

但线上办公并不是万能的，一些
必要的工作仍需在公司完成。“在动画
项目创作中后期，由于对办公硬件设
备要求较高，员工需要借助公司设备
完成，在做好安全措施与合理安排
后，我们正逐步实现线上线下全面复
工。”刘维述说。

“2 月 24 日是公司复工第一天。作
为专业的数字图像与影像服务供应
商，我们的办公方式是线上线下相结
合。将项目拆分成独立可完成的模
块后，前期和基础性的工作由技术人
员在家完成，待技术整合，如服务器
渲染和后台程序测试时再来公司。”南
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夏
维对本报记者说。

不少复工文创企业和产业园都严
格采取各类措施保障员工安全，除了
定期测量上报体温、清洁消毒、发放
防护用品、实行订餐派送等“标准操
作”外，一些文化创意企业还针对返
工员工情况开发出“人员状况登记”
微信小程序，汇总复工数据，或是针
对企业内部审批需要开发线上审批小
程序，简化办事流程、减少人员接触。

新技术赋能发展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以往面对面
的投资洽谈、商务合作受限的同时，
不少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
创意企业共同转战线上，用“屏对
屏”替代脸对脸，借助视频直播等形
式实现“云签约”。

2月2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三国
on line”投资合作网络推介会 （北京

专场） 在线举行，吸引了来自北京的
27 家企业参与，多家企业与成都武侯
区三国创意园联网签署了投资合作协
议，项目涵盖影视制作、文化演出、
音乐制作等领域。在这场面向一线城
市目标企业的定向招商活动中，推介
人与在线参会嘉宾隔屏互动，回应企
业代表提问，吸引了33万人在线观看。

同日，在远隔千里之外的浙江杭
州，一场跨国“云签约”仪式也如期
举行。

浙江杭州下城区政府与日本株式
会社东京电视台通过互联网终端，分
别在杭州和东京远程签署了“都之漫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方东京
电视台以动画及综艺节目闻名，《火影
忍者》等动画广受好评。

株式会社东京电视台上席执行役
员川崎由纪夫说：“因受疫情影响，此
次杭州签约之行未能实现，但我们双
方依托便捷的网络平台，保持着密切
的沟通联络，实现了‘云签约’。”

除了“云签约”，线下文化活动、
文化服务也充分利用AR、大数据、直
播等技术在网上“复出”。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玉琅琅
——清代宫廷仪典与生活》 展线上直
播吸引了 84 万网友观看；人民文学出
版社利用抖音、微博、哔哩哔哩等平
台进行讲座直播，在扩大受众同时收
获更多粉丝；济南萝卜桃子手艺商店
将艺术手作课程调整至线上，手作老
师通过微信群和抖音与会员沟通……
现代科技赋能文创行业已成一大趋
势，在增强其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
也昭示着未来文创行业的发展方向。

“疫情期间，人们对于网游动漫、
网络文学、移动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
的需求急剧上升，充分显露了大众旺
盛的文化需求。文创行业应面向‘线
上’，拥抱 5G、大数据、人工智能、AI、
VR 为代表的新技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现有业务的数字化迁移。”范周说。

多举措帮扶企业

文化创意行业不乏一些十几人、
几十人的小微企业、创业公司。针对
小微企业规模小、抵抗风险能力弱的
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税务

总局、人社部等部门和各地方政府都
陆续发布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保经营、稳
发展、渡难关上予以支持。

2月19日，北京出台《关于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围绕缓解企业经营压
力、保障精品内容创作生产等5个方面
出台28条举措。

上海市提出，相关财政扶持资金
对演艺、文旅、电竞、文化会展等受
疫情影响较大、主动创新转型、信用
良好、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文创企业予
以优先支持。

天津、山西、陕西、江苏等多地
明确提出对文化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
重的服务类企业予以贷款贴息、返岗
补贴等资金扶持。

部分文创园也针对入驻企业施行
租金减免措施，截至 2 月 27 日，朝阳
区 78 家文化产业园区共为近 4000 家中
小微文化企业减免租金逾2.1亿元。

范周认为：“从政府层面而言，不
仅要着眼于疫情防控的现阶段扶持，
更要关注文化企业平稳复工复产后面
临的问题，从融资支持、行业互助、
促进文化消费等方面持续发力。而作
为文化创意企业，则应加强信息化、
网络化、智慧化能力建设，提升风险
应对能力。”

文创行业线上发力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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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博武博携手创作抗疫海报
本报电（刘泽溪）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联合武汉

博物馆，在全国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各取
两馆馆藏精品，精心设计了一组珠联璧合、寓意吉祥的海
报，向英雄的武汉人民致敬。

此次海报设计从2月10日开始，历时8天，以“‘潍’武不
屈”为主题，寓意潍坊市为武汉市祈福加油，共设计出 16张
海报。据介绍，海报最初设计创意来自 《富春山居图》 与

《剩山图》的合并展出。宣传海报中不乏将两馆精品文物合二
为一之作，其中一幅左半部分为武汉博物馆藏清代青花釉里
红云龙纹天球瓶，右半部分为潍坊市博物馆藏清代青花海水
白龙纹天球瓶，设计者张腾匠心独运，在画面上将二者左右
拼接，浑然天成。下方文案为“龙腾四海，华夏祥瑞，祝福祖国，
武汉加油”，通过文物中蕴含的美好寓意为武汉祈福。

“两馆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此次设计的海报其中有两张
是根据文物的造型和表面纹饰，从两馆分别选择了 4件具有
代表性的文物，将其左右对接完成的，最终实现了珠联璧合
的创意。”潍坊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郭伟在接受采访时说。

本报电 （林子夜）“因为大
部分病毒都是通过手直接或间接
传播的，所以保持手的卫生被称
为最经济的‘疫苗’。”视频中，一
个头上长着“小叶子”、有着大大
的眼睛、穿着黄色 T 恤和蓝色背
带裤的小男孩，正挥动着自己的
小手。

小男孩名叫“阿 U”，是杭
州阿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
防疫科普动画宣传片 《新型冠状
病毒预防须知》 的主人公。在这
部动画宣传片中，卡通人物阿 U
通过直观的讲述、演示，向孩
子、大人展示了新冠病毒的传染

途径、感染症状，提示大家各年龄段的人群均
易感，并示范了日常生活中戴口罩、勤洗手等
防护方法。

动画中，长相凶恶的病毒被形容为“长得
像皇冠”，容易让孩子们联想起皇冠上的凸
起，从而帮助他们通过形象思维掌握知识。阿
U品牌创始人马舒建介绍说，创作科普动画的
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沉重”。在轻松有趣的
氛围中，既能让孩子快乐学习，也能为家长传
递信息，这才能达到传播效果。

该科普动画上线以来，通过学习强国等平
台推广，并得到广电总局推荐，在央视及全国
各省市 300 多家电视台播出。浙江省 1.43 万个
农村文化礼堂的礼堂家平台将其作为防疫科普
宣传动画进行了播放，在农村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效果。
除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须知》外，疫情发

生后，阿优动画团队从 1 月 26 日开始轮班工
作，通过大量分析各级疾控中心发布的预防手
册等专业材料，提取出防疫知识要点，通过动
漫的形式加以呈现，陆续推出防疫科普动画儿
歌MV《在家，在家》、漫画海报《上班族复工
十项防护技能》、抗疫动画微电影 《信心》 等
防疫作品。

“就像动画中说的‘我们隔离病毒，但不
隔离爱’，我们希望通过有爱的动漫，既减轻
疫情带来的沉重感，又向观众尤其是小朋友们
传递满满的防疫‘干货’。”马舒建说。

黄鹤楼、樱花、小龙虾、光谷……
这些武汉的城市符号被几位漫画制作者
用细腻的笔触绘制成一幅 《武汉自述》
条漫 （注：画格由上而下依次排序叙述
故事的多格长条形漫画），淋漓尽致地向
人们展现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历史文
化和知名人物，刷爆朋友圈。

从武汉的自述中，这座城市的精彩
展露无遗。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可谓

“九省通衢”，也是中国的“高铁之心”；
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
记：屈原曾在这里“游于江潭，行吟泽
畔”，伯牙和子期在这里相遇，留下“高
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辛亥革命
在此爆发，千年帝制最终被推翻……

自述中的插图精美细腻，读一遍，
宛若“人在画中游”，仿佛真的去了一趟
武汉。春天武大的樱花，夏天东湖的荷
花，秋天汉口江滩的芦苇，冬天磨山脚
下的梅花，让读者感受到这座城市平日
的美丽。

在这篇深情的自述背后，是4位作者
感人的创作历程。

松风和张梓夕都是湖北人，他们是
条漫的文案撰写者。

松风的家就在武汉，过年前夕，许
多同事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回武汉了。“当
时我本来不想回家，但是当天上午给家
里打电话，弟弟说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让我赶紧从外面带些口罩回去。”松风在
接受采访时说，“就因为这句话，我打消
了不回家的念头，在厦门买了几大盒口
罩，当天下午就坐飞机回去了。”

1 月 23 日离汉通道关闭，抗击疫情
成了当务之急。

在部门的远程选题会上，几乎所有同事都提报了关于武汉
疫情的选题。

“我的同事张梓夕是湖北随州人，这次过年她在广东，心里
却一直在牵挂家乡的情况。她当时报了‘我是武汉’这个选
题，让我一下子就燃起了创作的冲动。”松风说，“虽然不能像
一线的医护人员那样去抗击疫情，但是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希
望用自己的方式来为武汉加油。”

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开始商讨起创作细节。他们邀请了
常曦月和王亭两位插画师加入创作团队，最终决定以条漫的形
式呈现拟人化的武汉。

“选择条漫是为了让读者拥有更轻松的阅读体验，在视觉上
更有冲击力，图文并茂，可以让读者拥有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插画师王亭说道。

松风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负责完成文案的主体部分，张
梓夕则负责文案的开头和结尾。

“一说起武汉，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的是黄鹤楼、长江大
桥、武大和东湖的樱花、汉口江滩的芦苇，还有我最爱吃的小
龙虾和鸭脖子。”松风说道，“武汉就是这样一座极富生活气息
的城市，虽然它现在‘生病了’，但我还是想让人们知道它原本
可爱的模样。”

松风将印象中的武汉做了分类，决定围绕地理、历史、饮
食、风景、科技、体育、人物几个方面展开，进行拟人化的讲
述，最终确定下“我住在哪、我的历史、我是吃货、我颜值
高、我IQ高、我体育棒，我的孩子很优秀”这几个主题。

条漫创作是一个辛苦的过程，文案撰写者和插画师要随时
沟通，决定最终的创作场景。

“在编辑传达清晰的画面意图和文字情绪后，插画师会有较
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在清晰传达文字内容的基础上，对人物性
格、表情、大场景画面、画面之间的过渡形式和情绪渲染等进
行创意发挥。”插画师常曦月说。

在条漫的最后，插画师将团聚的场景置于漫天飞落的樱花
中，表达了对武汉的美好祝愿。

这篇原创条漫发布在“十点读书”微信公众号后，阅读量
迅速突破百万，“在看”数也突破10万，被超过860个账号转载。

全国的网友们在看完条漫后纷纷在后台留言，表达了自己
的感动与祝福——

“看完泪光闪闪，不是武汉人，但是中国人。等疫情好了，
一定要去一次武汉！”

“武汉加油！2020年的高考，我给自己的目标是考上一所武
汉的大学，疫情不会阻挡中国人对武汉的情感！”

“等你好了，全国人民吃光你家小龙虾！你一定会没事的！”
看到网友的留言，4 位作者都非常感动。“只要有了信心，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我想，这就是这篇条漫最大的意义所在
吧。”松风说，“还有不少读者建议做成英文版，让更多外国友
人也知道武汉这座城市的美丽。更有一位武汉的医生，自告奋
勇帮我们翻译成了英文。”

“期待疫情结束之后，你我可以摘下口罩，亲亲热热地坐在
一起，喝喝酒、咵咵天，我等着那一天，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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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国
家文创实验区入驻企业复
工率达 80%以上，浙江宁
波7号“梦工场”文化产
业园复工率达 75%；广州
海珠区文化企业复工率达
90.7%，近八成企业通过
网络办公……一个个跳动
的数据背后，是文创行业
直面疫情挑战，通过多种
手段恢复生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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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须知》中，主人
公阿U在示范如何洗手

受访者供图

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叁）》出版
本报电（文一） 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叁）》近日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延续 《俗世奇人》 壹、贰风格，
由18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
人。小说集中的人物都是凡人，但其言谈举止又有非凡之
处。作者对篇中人物照例有褒有贬，他们那种强韧剽悍的性
格瑕瑜互见，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作者谋篇布局功
力深厚，文字短小精妙，令人回味无穷。

2月 24日，杭州玺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员工正在对
工艺品上色。 宁文武摄 （人民图片）

咏声动漫公司线上复工后
制作的漫画 受访者供图

条漫《武汉自述》（局部）
受访者供图

“云复工” “云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