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文化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赵寅生 视觉编辑：展茂光

“版权赋能，创新河北”，走进成都市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2号馆，河北展厅的主题
格外醒目。11月23日至25日，第九届中国
国际版权博览会（以下简称“版博会”）在这
里举办，我省30多家企业300余件（种）版权
作品，直观展示了河北版权产业发展成就
和潜在实力。

创意精品，彰显河北版权实力

“我们这次带来了井陉窑瓷器、井陉木
雕等 7 件作品。”11 月 23 日，河北展厅民间
文艺版权展区，井陉县委宣传部出版股股
长张魏滨忙着向嘉宾介绍参展作品，“这些
优质作品都进行了版权登记，这也是民间
文艺家不断创新创意的产物。”

当天，河北展厅内人头攒动，各大功能
展区负责人纷纷向各地嘉宾推介自己带来
的作品，身处展厅，记者感受到了河北版权
产业的澎湃新动能。

“本届版博会上，我们集中展示了近年
来河北版权价值突出的精品图书、影视作
品、民间工艺、现代文创以及数字版权平台
和版权价值转化成果等，宣传推介了版权
示范城市、示范单位、示范园区创建成就。”
省委宣传部版权管理处处长杨开锋介绍，
我省在宣传展示版权建设成就同时，不断
学习其他省区市先进经验，推动版权产业
繁荣发展，提升河北版权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

作为“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之一，河北
出版传媒集团此次选送了 60 余种冀版高
质量出版物参展，包括《让群众过上好日
子——习近平正定足迹》《从历史深处走
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话录》《人民的艺
术——中国革命美术史》《中国磁州窑》《特
种兵学校》等。“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常销
书、畅销书，集中展示了集团在版权运营方
面取得的成果。”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业
务部副主任李利介绍，该集团以数字赋能
推动传统出版业发展，通过建设“冀知”云
平台，搭建了覆盖在线教育、网络视听、数
字阅读等领域的对外知识服务平台，形成
集团各类优质内容数据资源和应用数据资
源高度集成的“数据中台”，有效加强了集
团出版资源的版权保护。

数字技术，延伸版权服务链条

“这件作品讲述了刘关张三兄弟的故
事，内层的鸡蛋壳用到了阴雕、阳雕的技
法，外层的鹅蛋壳用的是镂空技法。”11 月
23 日，新乐市凤嬛阁工作室负责人周凤娇
向记者介绍了其蛋雕作品《刘关张》的创作
和版权登记过程。

“这件作品我十分满意，前不久刚刚进
行了版权登记，这次特意带到版博会上进
行展示。”周凤娇介绍，她从当地宣传部门
了解到河北省版权服务平台相关信息。“在
这个平台上进行版权登记太方便了，动动
手指就能完成，而且平台还能智能化预判
是否有人侵权。”周凤娇说。

本届版博会上，我省瞄准区块链、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重点推
介宣传河北省版权服务平台。“该平台是为
全省著作权人提供综合性版权服务的官方
平台，提供在线作品登记、备案、展示、管
理、信息查询、数据统计等一站式版权服务
内容。”省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刘浏介绍。

河北展厅还重点展示了河北日报报业
集团打造的河北省数字版权区块链平台。
该平台是面向全省建立起来的具备数字版

权登记、侵权监测、智能管理等功能的综合
版权服务平台，对全省文化和新闻出版业数
字内容版权的存证确权、侵权检测、维权取
证等关键应用进行标准化、流程化统一管
理，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提供服务。

为促进我省版权产业和版权保护工作
更好更快发展，河北省版权服务平台与河
北省数字版权区块链平台在版博会上达成
战略合作。“两家平台的战略合作，对营造
良好的河北数字版权内容生态，促进文化
产业内容、技术以及营销全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他们的合作，也将为全省版权保护工作提
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省委宣传部版权管
理处二级调研员杜中伟说。

价值转化，激发版权资源活力

11 月 23 日，在河北展厅民间文艺版权
展区，如意枕、白刻梅瓶等由邯郸市峰峰矿
区选送的磁州窑陶瓷作品，吸引了不少嘉
宾驻足观赏。

“今年 6 月，磁州窑文化产业创业园区
被评定为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峰峰矿区区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明介绍，他们以磁
州窑文化产业创业园区为引领，持续推进

版权保护和交易，形成了陶瓷产业年产值
20 多亿元的生产规模，磁州窑文化通过版
权保护焕发勃勃生机。

发挥版权价值引领作用，为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我
省各地各部门不断激活版权资源，涌现出
一大批版权产业价值转化的成功案例，越
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在市场中赢得先机。

张家口市创新发展后奥运经济，不断丰
富产业业态，创新产品供给，本届版博会上
展出的儿童滑雪板、滑雪服等，就是该市促
进版权价值转化的成功案例。以申创全国
版权示范城市为抓手，沧州市在本届版博会
上设立了独立展厅，特色出版物、传统非遗、
文创产品等版权作品精彩纷呈，彰显了该市
文化产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河北精英动漫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集漫
画、动画、玩具、游戏、实景娱乐等业务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运营平台，取得了良好收益。

“我们在版权价值转化方面积极探索，
建立河北省优质版权资源库，汇聚了一批
版权价值含量高的优秀作品。下一步，我
们将探索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扶持政策，
有序实施优秀作品和产业融合转化重点项
目的培育扶持计划，大力促进版权价值转
化。”杨开锋说。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
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
编席。”作家孙犁的短篇经典《荷花淀》，以
诗意的语言打动了无数读者。今年是孙
犁诞辰110周年，11月24日，为纪念和缅
怀这位文学大师，省内外十余位专家学者
齐聚河北文学馆，以“孙犁：从‘清荷’到

‘淡菊’”为主题，围绕孙犁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孙犁为文为人等展开讨论。

出生于河北安平的孙犁是河北文学
的骄傲。孙犁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滋养着
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同时也是
考察 20 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出版与海外
传播的重要样本。20 世纪中国文学与
文化研究学者李同路，从国际视角探析
了孙犁作品海外研究的现状和前景。他
认为，孙犁在写作中常常用哲学思考观
照具体而微的人生，以独立、真诚的态度
写作，坚守文学立场，淡泊名利，追求精
神世界的丰富。

“我们要跳出文学来读文学。”孙犁研
究专家、《孙犁年谱》作者段华强调，想要
读懂孙犁应学会融会贯通，不仅要研读孙
犁的作品，还应了解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
品；不仅要阅读文学作品，还应阅读历史、
哲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在更广阔
的范围对孙犁为文为人进行考察研究。

在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作家身份之
外，孙犁还是一位报人、一位编辑。孙犁
亲属代表、今晚报副刊部主任张璇从

“严”与“宽”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孙犁在
天津日报工作时对于副刊的编辑思路。她谈到，孙犁从少年时期开
始，对于书籍、报章的欣赏起点就很高，是取法乎上的。这种严格的
标准，也体现在他的编辑思路中。孙犁主张副刊作品必须有明确的
思想性，作品的思想性提高了，格调自然也就上来了；要深入生活、
贴近实际，采撷鲜活的生活素材，真实反映现实中的人物和故事。
而“宽”则体现在“广培新枝”上。青年时期曾受益于副刊的孙犁，在
此后的编辑生涯中，非常重视青年作者的培养。进入天津日报工作
后，他希望副刊“永远是一处苗圃”。在这方小小的苗圃中，新人新
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生根发芽，包括刘绍棠、从维熙、房树
民、韩映山在内的一批青年作者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文坛。

“孙犁的精神是多维的，其特质是‘真诚不虚’。孙犁有着鲜明的
文学风格，可以概括为‘鲁风荷韵’。”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教授、《孙犁传》作者苑英科认为，孙犁对国家和人民始终怀有一
颗赤子之心，对文学创作格外强调真情实感。“人们熟知的‘荷花淀风
格’，只是孙犁文学风格的一角。孙犁一生以鲁迅为师，以人民为上，
这是他文学创作的骨气和底气。他对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敢于批评，
显现了思想家的深刻，这是他继承鲁迅精神，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
和攀登的必然结果。”苑英科说。

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省作协副主席郭宝亮以《铁木前传》为
例，深刻剖析了孙犁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之
道，揭示出孙犁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李建
周则重点分析了孙犁早期小说与世情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孙
犁研究打开了全新学术视野，呈现出别样文化景观。

实力+服务，激发河北版权产业澎湃新动能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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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
参展嘉宾在第九
届中国国际版权
博览会河北展厅
参观。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