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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数字光影新赛道 引领视听文艺新浪潮

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副中心开幕
董耀鹏胡邦胜于军王杰群孟景伟刘岚出席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昨天上午，以“视听潮涌 文艺生
辉”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城市副中心开
幕。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作
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于军，北京市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杰群，城市副
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通州区委书记
孟景伟，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刘岚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董耀鹏在致辞中指出，网络文艺已成为当下中国文艺创
作的生力军、文化供给的主渠道、文明传播的新高地。面向新
征程，网络文艺应展现新作为、新气象，讲好中国故事，在新赛
道上跑出好成绩，努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胡邦胜在致辞中表示，文学作为各种艺术门类的母体，要
为网络视听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内容加持。他呼吁行业抓住数
智化时代的新机遇，以更多有筋骨、有力量、有温度的文学力
作，共同打造当代中国文化的新景观。

于军在致辞中表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要勇担新的
文化使命，持续巩固“网络视听文艺看北京”的良好态势，积极
运用AIGC、超高清等前沿新技术，打造文商旅体数字消费新
场景，让网络视听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开幕式上，“2025‘北京大视听’网络视听精品项目”片单重
磅发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片单共集结80部精品力作，分为“传薪火长赓”“见文明长
河”“品烟火长情”“赴山水长卷”“执正义长锋”“赏多元长韵”六大
篇章，涵盖网络剧、网络电影、微短剧、网络综艺等多种类型。

北京市广电局为推动微短剧内容提质、探索“微短剧+”
跨界融合路径，现场发布了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国际微短
剧大赛的阶段性成果。据了解，大赛设置了绘时代盛景、传中
华文化、映人间烟火、探科技奇境、品京韵风华、展文旅新潮等
十二大主题赛道。大赛启动以来，共征集作品 1070部，经过

初评，已有包括138部“好作品”和101部“好故事”在内的239
部精品项目成功入围复赛。

此外，开幕式还举行了重点网络视听文艺作品推介仪式、
《2024北京微短剧报告》发布和快手星芒短剧AIGC发布仪式
等活动，从内容推广、行业研究和技术应用等多个维度，为产
业发展赋能。

在高峰研讨环节，多位业界专家与知名创作者围绕人工
智能、内容价值、文化传承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探讨。

王杰群发表了题为《星河璀璨处，视听正芳华》的主旨演
讲，系统阐述新时代网络视听艺术创作的四个着力点，要坚守
文化使命，胸怀“国之大者”；要抒人民之心声，奏时代之凯歌；
要承先贤之智慧，开当代之气象；要越传统之藩篱，开融合之
新局，持续释放赋能千行百业的乘数效应。

孟景伟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辉映，文脉绵长，地标
林立，为网络视听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元素材。北京城
市副中心正致力于打造“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
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和“拎包入驻、无忧创作”的服务保障，
以开放的姿态，与各方朋友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打响“运
河视听”文化品牌。

本届大会为期两天，以“视听潮涌 文艺生辉”为主题，着
力打造视听艺术价值引领平台、产业融合生态聚合平台、视听
技术赋能创作平台。大会期间将举办 6场主题研讨、创作者
之夜、网络视听艺术大会打卡等多元活动，议题覆盖网络综
艺、网络剧、微短剧、新大众文艺等行业热点，旨在推动网络视
听文艺提质升级，培育扶持文艺精品，发掘鼓励优秀网络文艺
人才，为“北京大视听”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区领导侯健美、林正航以及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
分省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相关委办局和各区、相关高等院
校、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影视制作机构、行业协会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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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创作者之夜”活
动成功举办，百名从业者齐聚副中心，回顾过去一年的成果
创作，并围绕行业新趋势、新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碰
撞思想火花，分享经验心得，共话网络视听内容创作与行业
发展的新未来。

作为网络文艺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网络视听艺术呈现
出如火如荼的繁盛景观，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娱乐内容，还在
与媒体的双向赋能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中，极大激发社会经
济的活力、动力、潜力和未来的创造力。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苏希望创作者能够坚持思想引领，深耕
细作，扎根生活，善用智能工具，充分释放创意潜能，用技术
的力量点亮思想的光芒，创作出凝聚人民力量的精品力作。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健美表示，通州区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原创内容生产和技术创新，助力网
络视听产业蓬勃发展，努力让更多优质的视听项目在运河
畔生根发芽。

在创作者开放麦环节，创作者们围绕“讲一个我的行业
故事”主题大方分享。他们从“初心”“信念感”“内容为王”
等热词入手，以专业视角和独到见解，讲述行业在探索发展
过程中的坚实步伐、艰难探索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编剧龙平平认为，
“长剧向短”一词揭示了未来一段时间电视剧的发展方向和
规律。创作者们需要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围绕观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进行优质内容创作，让短剧在新时代抓住
机遇，同时让长剧继续赢得观众的心。

爱奇艺副总裁刘皇甫表示，尽管当前网络视听环境下
的传播渠道、方式、语境和内容市场都在不断变化，但创作
者的核心还是要坚守初心，抓住不变的内容，用好的故事为
观众提供符合情绪价值的作品。

青工委委员、《折腰》编剧南镇则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
认为创作者需要具备“信念感”。她表示，编剧应将相信的
力量赋予角色、情感和情绪，这样才能让观众将信任留给创
作团队。

感受感受 的力量的力量
昨日，第三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副中心开幕。大会发布了2025“北京大视听”网络视听精品项目、2024北京

微短剧报告等多项网络视听领域重点内容，邀请高校、文化创作者、青年演员及相关企业等代表进行了12场高峰研讨，
共话产业发展。

80部力作领衔“北京大视听”
网络视听精品项目

大会上，市广电局发布了 2025“北京大视听”
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分为六大篇章，集结80部精品
力作，涵盖了网络剧、网络电影、微短剧、网络综艺
等七大网络视听艺术类型。

其中，“传薪火长赓”篇章以热血叙事开掘革命
历史纵深；“见文明长河”篇章力求讲述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品烟火长情”篇章以平凡奋斗传递温暖
治愈力量；“赴山水长卷”篇章以文旅融合歌颂祖国
大好河山；“执正义长锋”篇章叩击时代关切命题；

“赏多元长韵”篇章则以丰富类型构筑文艺精品高
峰……《寻找李顺章》《漂洋过海来送你》《怒刺》《马
背摇篮》《贝家花园的秘密》《山海经》等重点作品主
创人员通过大会向观众介绍了各自作品内容，展现
了首都网络视听艺术创作的新高度与蓬勃气象。

北京大视听“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评审
主席团也亮相大会，发布了大赛作品征集和初评情
况。作为市广电局为推动微短剧内容提质、探索

“微短剧+”跨界融合路径举行的赛事，大赛设置了
绘时代盛景、传中华文化、映人间烟火、探科技奇
境、品京韵风华、展文旅新潮等十二大主题赛道，共
征集作品1070部，经过初评，已有包括138部“好作
品”和 101部“好故事”在内的 239部精品项目成功
入围复赛。

微短剧产业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此
次大会上发布的《2024 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显
示，2024 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到 504.4 亿元，
同比增长 34.9%，首次超过电影票房总收入。北京
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微短剧的产值规模约为 336.2
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2/3，位居全国首位。同时，北
京平台资源丰富，拥有红果短剧、河马剧场、野象剧
场等 23个重点微短剧平台，在微短剧行业具有引
领地位。

在用户群体上，北京微短剧用户中 25至 34岁
的年轻人占比达到 54.1%。据统计，人们喜欢在周
末或者下班的路上观看微短剧，剧情题材是吸引北
京用户观看微短剧的首要原因。在产出方面，北京
产出的微短剧的类型以都市、青春、喜剧、言情和古
装为主。

本届大会为期两天，以“视听潮涌 文艺生辉”
为主题，其间还将举办6场主题研讨、创作者之夜、
网络视听艺术大会打卡等活动。

AI赋能网络视听精品化发展

伴随着AI技术的成熟，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网络视听领域成为大会上的
热点话题。开幕式上，快手星芒短剧“AIGC 创想剧场”正式启动，以创新技术
赋能微短剧产业发展。爱奇艺、腾讯在线视频、新浪微博、快手科技等多家企
业代表也各自分享了在该领域对于AI技术的运用和见解。

“2024年，我们联合可灵推出了首部AIGC短片《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上
周，我们又推出了面向全球的AI单元故事级的AIGC短片《新世界加载中》。在
一次次的尝试中，我们看到了AIGC如何把技术和内容进行深度融合，为未来运
用AI的创作打下基础。”快手星芒短剧负责人张兰兰在大会上介绍，“AIGC创想
剧场”启动后将为更多创作者提供相关技术支持，让AI技术更好赋能微短剧产
业发展。

微博首席运营官（COO）、新浪移动首席执行官（CEO）王巍就视频大模型进
行了主题研讨，讨论了视频大模型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视频大模型的发展
方向可以分为内容理解和内容生成，两者在将来可能会发生技术统一，但目前还
要分开讨论。通过视频理解，我们可以快速搜索到相关视频补充图文内容，更立
体展示热点信息。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内容生成方面，如何让AI视频
更加真实，增强视频中前后情节和环境的一致性是增强技术运用的重点。”

“AI打破了技术壁垒，让大众参与文艺创作。AI技术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能
成为超级创作者。”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银鑫对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带来的自发创
作表示了肯定，并针对如何在技术赋能同时保持艺术的深度与高度，传统美学与
潮流时尚，虚拟想象与现实温度的平衡等基于AI技术上的创作问题给出了观
点，“我们要努力让AI技术带来的新大众文艺，既有全民参与的广度也有精品力
作的高度，把大家文化创作的能量聚合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上来。”

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表示，在微短剧和AI技术在网络视听领域带来新
变化的现在，保持作品的思想性、进行精品化创作是延续影视生命力的关键，“在
快节奏的环境下坚持作品的特性，同时提高影视行业工业化程度，讲好中国X故
事，加强 IP价值，积极运用新技术是产出具有大众性好作品的关键。”

文化助力作品人文内涵

在“信息+智能”的科技发展时期，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网络视听相结合？高
峰研讨环节中，作家、编剧、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和作家马伯庸讲述了各自
的看法。

“现在的大潮流方向有微短剧热、文物热、收藏热、博物馆热。微短剧热作
为大势所趋，对传统电影行业已经造成了影响。”马未都表示，微短剧以轻量化、
年轻化、互动化为特点，内容简短精练，受众群体又以年轻人为主，适合现代人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和观看习惯。同时，微短剧在拍摄过
程中可根据观众反馈进行调整，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在大会上，马未都介绍了描绘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文物大规模流失至西方
历史的《北平密藏》，与北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潘家园时光机》等五部和文物有
关的微短剧，涵盖了从民国到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故事。

马伯庸在大会上分享了对于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感受。“我的小说《两京十
五日》讲述了明朝宣德皇帝通过大运河从南京紧急赶回北京的故事，出版后很
多读者朋友便纷纷前往大运河的相关遗址进行参观，以这种方式增强自己对故
事的参与感。”正是这种读者自发寻找古今共鸣的当下性，通过寻找古今之间的
关联点，打通了当下和历史之间的隔阂。

“很多历史作品都能激发观众对现实地点的兴趣，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和感触。我们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要以专业知识与文化内涵作桥梁，让
更多人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马伯庸说。

现场开麦“创作者之夜”讲述行业故事

北京网络试听大会开幕日全记录北京网络试听大会开幕日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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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上半年中关村通州园在
经济发展浪潮中留下壮丽航迹，中关村
通州园管委会 202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交出的答卷展现出一组组亮眼数据。

今年 1 至 4 月份，园区 265 家月报
企业工业总产值116.77亿元，同比增长
18%；园区总收入已达 333.65 亿元，同
比增长0.9%；出口总额14.15亿元，同比
增长31.2%；研究开发费用合计12.73亿
元，同比增长 2.7%。同期，中关村通州
园累计新增注册企业 495家，新增总注
册资本金共计约 29.6亿元。这些数字
交织在一起，生动展现出园区经济运行
的强劲脉搏与光明前景。

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以北服入驻为璀璨起点，通州园全
力书写设计小镇的传奇篇章。9月前，
张家湾设计小镇创新中心 16栋楼将全
部交付北服，新生将入驻通州校区。

做好北服相关产业承接，通州园正
推进北京服装学院未来设计实验室挂
牌落地。目前，未来实验室装修、标识
布置均已完成，并已交付校方。设计小
镇智汇园将于今年打造成北京创新设
计和城市科技特色产业园。

做精产业培育，打造高品质特色园
区，通州园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北
咨新总部工程主体结构正式封顶，目前
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机电管线、幕墙施
工。北建院新总部已进入地上结构施
工阶段。怡禾生物园区更新改造项目
全面进入小市政、精装修、弱电施工阶
段。北泡二期家园中心项目现已完成
竣工验收，华融生物（朗坤）项目已启动土护降施工。坚朗国
际工业设计中心项目已开始土护降施工，张家湾设计小镇智
汇园三期配套设施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已取得施工许可证、渣
土消纳证，现场场地已平整完成，目前正进行土护降施工。
北投云帆汀澜项目已完成基坑支护及土方工程。网络安全
领军人才培育基地项目和启动区办公及服务配套项目已完
成二次结构工程及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
究院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做足“筑巢”功夫提升承载力

通州区未来设计+大健康融合创新示范区正式获批两业融
合示范园区（全市共3家）。既是荣耀更是责任，示范区将通过

“需求牵引、设计驱动、医产联动”的立体化融合策略，全力推进
完善示范区各项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清单，构建“科技赋能-产
业增值-消费升级”的价值闭环，打造全市两业融合示范标杆园
区，为超大城市产业功能区转型升级提供“副中心方案”。

为加速“筑巢引凤”，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张
家湾设计小镇编制城市公共空间风貌提升设计方案，启动张家
湾设计小镇张凤路及周边节点的风貌提升设计工作，旨在打造
设计小镇首条时尚大道。围绕已确定落地的13个产业项目梳
理周边道路27条，其中11条道路拟年内陆续开工建设，6条道路
正在推进前期工作拟2026年建设，10条道路拟2027年建设。西
集网安园正在推进靓丽四街、靓丽五街等5条道路前期手续。
漷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集租房项目已开始主体施工，涉及该
项目的两条道路正在加紧编制市政专项规划和项目综合。

保有高新技术企业310家

吸引优质资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今年，通州园全力
推动招商企服提质增效。在三个重点功能区中，张家湾设计
小镇引进北京宏业信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千里明月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法慧云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项目 27家，国
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通州园）引进软通计算机(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云智乐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 16家，医药健康
产业集聚区引进北京枫翎研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略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25家。

园区涉企服务不断优化，持续培育高新企业。通过实行
“不见面”受理，开展存量企业复核和新企业挖潜，梳理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台账，按月与证书到期企业联系，开展一对
一服务，并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响应企业诉求，提高企业获得
感，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截至5月底，园区已培育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39家，保有量达310家。

综合性水上运动基地 80公里沿河国家级步道 N项时尚新潮赛事

副中心大运河变户外运动基地
本报记者 金耀飞

龙舟、马拉松、骑行、斯巴达勇士赛、铁人三项、夜跑……户外运动受到越来越多市民喜爱，也激发了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多重
效益。“天生丽质”的通州多河富水、公园资源丰富，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可谓“近水楼台”。根据规划，通州区基于水岸、绿
道、公园等优势资源，计划在户外运动设施布局上“深耕细作”，打造多元户外运动空间体系。

大运河边将建综合性水上运动基地大运河边将建综合性水上运动基地

建设国际一流水上户外运动目的地，首先是加强水岸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河道赛事码头建设，以及推动大运河、通惠
河、温榆河等周边绿道建设。其次是建设“1+4+4”运河水上
运动设施体系。将以中国人民大学水上运动中心为核心，沿
运河及运潮减河布局4处现代化水上运动码头，配套4个功能
完善的水上运动驿站，形成完整服务体系。

为丰富市民亲水体验，将在千荷泻露桥码头、运河西岸码
头新设两处市民亲水活动区，提供桨板、皮划艇、帆船等项目
体验，为水上运动爱好者提供新选择。

此外，副中心还持续开展水上运动项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打造悦动运河水上阳光少年、亲子体验、青春扬帆等系列活动。

运河两岸将有运河两岸将有8080公里长国家级步道公里长国家级步道

按照规划，副中心将打造运河两岸80公里长的国家级步
道，同时构建三级服务驿站体系，搭建物联网感知网络，开发
智能移动端应用，实现手机实时获取信息。

户外运动去哪里？通州将再添一处“好去处”：城市绿心
森林公园将建设成为户外运动活力核。作为市级综合性城市

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坐落着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
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还具备环形健身步道、
球类运动场地、儿童游乐场地等全龄户外运动场地。

国际一流户外运动目的地，离不开高质量体育设施做
支撑。

副中心将推进运河西岸跑步、骑行及步行的独立通道建
设，形成运河西岸“三线并行”的户外运动通道，提升场地使用
舒适度与安全性。此外，将对运河奥体公园内足球场、网球
场、门球场、篮球场等户外运动场地进行提质改造，满足多样
化户外运动需求。

悠悠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是副中心最亮眼的历史文化名
片。按照规划，将综合考虑北运河流域、通惠河、温榆河、萧太
后河、凉水河水域现状条件，码头服务半径、形象展示、文化传
承等相关因素，未来三年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东侧、阳光会议中
心西侧、漷县牡丹园北门等点位集中建设一批游船码头。

根据规划，还将推动六环高线公园及源头岛公园建设，完
善户外运动设施体系，预计2029年实现整体亮相。

副中心将办副中心将办NN项时尚新潮赛事项时尚新潮赛事

更多精品赛事有望来到副中心。根据规划，副中心将搭
建“1+1+N”精品赛事活动体系。

第一个“1”是 1 个水上运动集聚区，以赛为擎，打造水、
冰、雪运动发展新标杆，将举办龙舟、桨板、皮划艇等丰富多样
的水上赛事，力争逐年提升赛事等级与频次。

冰上赛事活动则利用通州体育场、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冰
场，打造区域性赛事 IP。

雪上赛事活动将利用绿心公园冰雪嘉年华雪上初级赛
道，举办雪上活动、冰雪挑战赛等。

2025年端午节龙舟赛，超 11万人现场观赛，龙舟“火热”
可见一斑。未来，通州将全力打造“运河龙舟”赛事品牌，持
续推进副中心运河龙舟等水上赛事自主品牌建设，打造有国
际影响力的运河赛事。同时，推出“赛事+旅游”路线，与周
边文化旅游资源相结合，开发与龙舟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
吸引游客参与体验，塑造具有通州特色的运河龙舟赛事
品牌。

另一个“1”是副中心有望引入铁人三项特色赛事。铁人
三项是将游泳、自行车和跑步这三项运动结合起来而创造的
一项新型体育运动项目，也是考验运动员体力和意志的运动
项目。

“N”则是多个潮尚运动赛事活动，将发展飞盘、小轮车、
露营、风筝、夜跑、斯巴达勇士赛、航模、国际三人篮球、小黄鸭
欢乐跑等多项时尚新潮运动赛事活动，满足全龄化、多样化运
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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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从古典传奇到现代艺术，7月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将接连迎来多位世界级艺术大师与顶尖艺术
团体，为京城观众献上多元艺术盛宴。

7月5日，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星期音乐会”
特别策划了“回响·家国情长”主题交响音乐会，中央芭蕾舞团交
响乐团将在常任指挥刘炬的执棒下演绎五部中国交响音乐佳作。

7月6日，日本国宝级爵士钢琴家山本刚将带领山本刚爵
士三重奏登上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这位“钢琴宗师”
将以独特的爵士语汇和即兴创作，为经典曲目注入全新活力。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将于 7月 19日登台北京艺术中
心，在这场“匆匆50年”胡德夫2025民谣金曲音乐会里，胡德
夫将带来《匆匆》《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等代表作。

由中央戏剧学院、香港艺术节和抱风屿联合出品的奇幻
剧《海底两万里》将于 7月 11日至 20日首度登台北京艺术中
心，本剧由顶尖法国艺术家与优秀中国演艺团队共同打造，
巧妙结合法式浪漫与中式幽默。

正值暑期，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推出了台湖暑
期少儿艺术行活动。届时，大型奇幻历险儿童剧《猫王苍耳
之地下城大战》将于 7月 19日至 20日在台湖剧场上演，北京
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将
于7月26日至27日在台湖剧场亮相。

名家名团7月轮番登台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多河富水、公园资源丰富，拥有多种户外运动场景。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