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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青年创客“种”出世界最大二维码
在线电台借移动互联

那些不会消逝的电波
本报记者 胡克非

《温岭洞房经》参加2013年台州文化礼堂礼仪大赛获一等奖 陈海旭 摄 温岭举办草帽编织大赛 黄晓慧 摄

本报讯 近日，3000 多平方米

的安徽阜阳海洋文化科技馆正式

开 门 迎 客 ，成 为 阜 阳 人 民 新 的 游

玩天地。

据 介 绍 ，阜 阳 海 洋 馆 通 过 人

造 海 水 、维 生 系 统 等 高 科 技 的 综

合 运 用 ，使 各 类 海 洋 动 物 、精 品

海 洋 鱼 类 也 能 在 内 陆 生 活 ，加 上

用动画造型元素结合高科技手段

营 造 的 神 童 画 画 ，呈 现 了 一 个 充

满童趣的神奇世界。海洋馆内海

洋 生 物 丰 富 多 彩 ，从 各 地 引 进 了

200 余 种 、上 万 尾 海 洋 鱼 类 ，是 集

海 洋 生 物 展 示 、海 洋 科 普 文 化 于

一 体 ，运 用 高 科 技 声 光 电 技 术 展

示 的 旅 游 观 光 项 目 ，是 公 众 了 解

海 洋 的 窗 口 ，也 是 开 展 科 普 教 育

的重要基地。

“该馆采用梦幻的蓝色基调，

让 游 客 仿 佛 置 身 其 中 。”阜 阳 海

洋 文 化 科 技 馆 负 责 人 储 继 勇 表

示 ，场 馆 利 用 声 、电 、光 、LED 等

高 科 技 设 备 ，让 人 们 近 距 离 感 受

海洋的魅力。 （王少峰）

传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根脉。近年来，

被誉为“曙光首照地，东海好望角”的浙江省温

岭市，不断加快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步伐，通

过挖掘价值、融入保护、教育普及等方法，扎实

推进非遗在社会、农村、校园保护的进程，取得

了明显成效。

挖掘传播非遗，彰显本土文化魅力

2004 年至 2008 年，温岭市先后进行了民

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共普查出非遗项目千余项。截至 2014 年底，

共拥有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 10 项，台州市级

37 项，温岭市级 138 项。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

1 人，省级 3 人，台州市级 9 人，温岭市级 63 人；

省级各类非遗基地 6个。

出版非遗书籍，广泛传播本土文化成果。

温岭市在完成普查汇编的基础上，2012年完成

了《温岭记忆——温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介绍》、《温岭民间文学》、《温岭民间音乐》、《温

岭民间工艺美术与传统技艺》四本普查系列丛

书以及《温岭大奏鼓》的编写和出版工作；2015

年即将完成出版《温岭方言俗语》、《温岭民间

习俗》和《石塘七夕习俗》，既分门别类又全方

位地展示了温岭非遗精髓，填补了该方面的空

白，为温岭本土文化留下了宝贵财富，在台州

各县（市）中名列前茅。

凭借平台载体，大力宣传本土文化业绩。

目前，全市各镇（街道）共建有石文化博物馆、

草编工艺展示馆、王氏大花灯展示馆等传统文

化专题馆和综合馆 13 个。2014 年，温岭市文

化部门通过和企业合作，在千禧阳光文化创意

园区建立了 350 平方米的温岭市非遗展示馆，

展陈宣传了台州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同时，通

过网站、微信、刊物等平台，宣传展示温岭市非

遗的保护工作成果，并通过微信有奖活动、《温

岭日报》“太平遗韵”专题栏目等，扩大了温岭

非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加强宣传展示，努力弘扬本土文化。近年

来，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奏鼓参加省级表演 10

余次，根据大奏鼓创编的舞蹈类节目相继获省

级金奖 5 个、银奖 3 个。从 2013 年开始，温岭

组织一年一度的文博会，其中传统技艺、传统

美术、传统食品加工等成为温岭传统文化展示

的新亮点，受到市民好评。近年来，温岭海洋

剪纸群体在国内大赛中频频获奖，彰显了温岭

非遗的影响力。2014 年，温岭市的 8 件非遗作

品参加“中国梦想·美丽浙江”全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手工艺主题创作展，其中草编和根雕

作品分别获得二等奖、三等奖。非遗传承人陈

祥来入选文化部、财政部主办的文化产业创意

人才扶持计划，作品获优秀创意奖。

融入保护非遗，打造美丽乡村

2013 年以来，温岭市积极抓好“区域、礼

堂、项目”三个重点，通过“整体化保护、基地化

建设、示范化传承”三种手段，积极助推美丽乡

村建设。2015年，被台州市推荐参加第三届浙

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进行典型经验交流。

从区域特色着眼，注重乡村非遗整体化保

护。石塘镇是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拥有

2个国家级、3个省级、12个地市级非遗项目，具

有闽南和本地等多种文化形态，是温岭传统文

化中一笔宝贵的财富。2014年，温岭市文广新

局委托浙江师范大学非遗研究基地完成了《石

塘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标志着温岭市非

遗保护已经从静态、单体保护时代走入动态、

整体保护阶段。同时，温岭市还重点扶持台州

民间艺术之乡——石桥头镇，积极帮助上王村

打造王氏花灯展示馆和乡土文化教育基地，帮

助中扇村建立灯彩展示长廊，帮助后台门村强

化八蛮灯舞传承活动，通过一村一品、一村多

品的传统特色文化挖掘，将该区域建设成美丽

乡村人文风景线。2013年，温岭市还积极承办

浙江省传统七夕体验活动和浙江省传统节日保

护发展座谈会，石塘镇“石塘七夕习俗”、泽国镇

“泽国三月三迎神赛会”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级

传统节日保护基地名单。

从礼堂资源着手，注重乡村非遗基地化建

设。自浙江省文化礼堂启动建设以来，温岭市

共建成并验收合格 42 个文化礼堂。温岭市文

广新局在文化礼堂建设中，突出做好历史、传

统、民俗、特色文化的融入，还通过“基地签约

传承”方式扶持发展当地传统文化，下拨资金

38 万元，共提升、培育、对接 11 个文化礼堂。

如在里箬村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民

俗旅游村） 建立了“百年鼓舞”“七夕祈福”“海

洋花开”三个非遗专题展示厅，于春节期间开

放并举办传承活动，每天参观人数超过千人。

城南镇江绾恢复举办了隆重的孔庙祭祀仪式，

温峤琛山文化礼堂专门编排了非遗节目并巡

回演出，坞根坑潘文化礼堂扩大了灰雕培训项

目，石桥头中扇文化礼堂建立了灯彩展示长

廊。目前，国家级非遗项目石塘七夕习俗（小

人节）传统节日祭祀祈福仪式、省级非遗《温岭

洞房经》也正着手在文化礼堂中予以挖掘恢

复，为文化礼堂营造传统文化生态化环境奠定

了基础。

从重点项目着力，注重乡村非遗示范化传

承。温岭通过抓团队、抓演出培养国家级项

目。在大奏鼓发源地里箬村，利用休渔期培

养原生态团队。2014 年，该团队先后在村部

所在地或附近海滩广场举办大奏鼓表演活动

6 场，先后登上温岭市文化遗产日、传统文化

展演等舞台。同年，温岭市还在石塘镇苍岙

村举办了“百年鼓舞·传承梦想”大奏鼓展演，

157 位演员分别代表各基地，展示大奏鼓传承

成效，吸引千余名群众前来观赏。其次，温岭

市通过制定规划，科学合理有序保护省级项

目。2013 年制定了 8 个省级项目五年保护规

划，两年来共划拨专项资金 28 万元，先后拍

摄了系列专题片在各级电视台播放，制作发

放了《太平遗韵》手册，制作展板巡回展示，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三月三庙会恢

复了传统的天皇花鼓表演；草编帽技艺 300

个编织者成功挑战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并建

立了草编帽展示馆，和学校合作编写了校园

教材；《温岭洞房经》2013 年获台州市第八届

农民文化节民俗表演一等奖；王氏花灯 2015

年元宵又一次精彩亮相。

教育传承非遗，培育家乡人文情怀

近年来，温岭市文化和教育部门不断联合

开展非遗教育传承活动，共建立了省级非遗教

学传承基地 1 个、台州市级非遗教学传承基地

7 个。2013 年，温岭市文保中心被评为浙江省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先进集体。

通过签约校园传承基地，顺利开展非遗传

承工作。2012 年 3 月，在温岭市职业技校举行

了“温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揭牌仪

式，通过努力，该校顺利升级为省级非遗教学

传承基地。近年来，温岭市以签约传承基地为

抓手，顺利开展重点项目的教学传承，和市职

技校签订了“大奏鼓”“民间锣鼓”“温岭道情”

“排街”“滩簧”5 个项目传承协议，和太平职业

高中、职业中专、石塘小学、技工学校分别签订

了“滩簧”“蓝印花布”“根雕”等项目传承协议，

均顺利完成工作目标。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热爱非遗的良

好氛围。“文化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已经成为

温岭文化活动品牌。2012年至今，温岭先后举

办了剪纸与米塑技艺传承活动、温岭中小学生

零距离体验历史文化遗产系列活动、文化遗产

日展演、温岭市中小学生民间故事大赛等系列

活动。特别是 2014 年春节期间，温岭文化、教

育部门和千禧阳光联合举办的“指尖上的春

节”学生体验传统年俗活动，与同时举办的中

小学生寻访温岭民间年俗摄影展活动，受到学

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

通过宣传激励机制，激发非遗共享共建的

热情。近年来，温岭市文化和教育部门开展了

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为传统文化的共享共建带

来了良好的前景。2015年文化遗产日，温岭市

文化、教育部门将继续携手举办校园非遗传承

大赛，通过激励机制，让传承人进校园面对面

辅导学生表演，和学校老师共同进行编创，届

时，传承和创新将成为大赛的新亮点。同时，

温岭市还将开展非遗校本教材评比，以实现非

遗教育在校园的长效深入。

浙江温岭市扎实推进浙江温岭市扎实推进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保护工作

守望传统 留住乡愁
邵银燕

本报讯 5 月 30 日，32 岁青年

徐河带领自己的麦萌团队制作的

36100 平方米的麦田画二维码亮相

河北沧州，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为世界上最大的、可被有效识别的

二维码。

作为麦田画发烧友，徐河的灵

感来源于日本稻田画，同时当地特

色农业带动旅游业的模式给了他创

业的激情。3 年前，他辞去北京报

酬丰厚的工作，开始创作麦田画。

2013 年，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创作

出第一幅长 80 米、宽 60 米的麦田

画作品“上山虎”；2014 年，通过运

用卫星定位系统，他又在 28 亩的

麦地里创作出“中国梦”。今年，他

开始思考能不能通过扫描二维码

打造一个免费的创客资源链接平

台，把麦田和二维码结合起来。经

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带领团队着

手数字建模、电脑计算、IT 专家指

导制出图纸，按照比例进行差异化

小麦种植，最终呈现出二维码效果

图案。

4 月 ，徐 河 带 领 团 队 在 100 亩

的 麦 田 里 开 始 设 计 创 作 ，经 过 一

个月的时间，成功完成一个长 190

米、宽 190 米的二维码。当载人飞

行器飞到麦田 500 米高空处，将智

能 手 机 对 准 二 维 码 扫 描 ，就 能 自

动跳转到“麦田画联萌”主页。“麦

田画联萌”微信公众号将向全球开

放，免费展现创客的项目、产品、创

意，并在北京 CBD 为创业者免费

提供场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贡献力量。 （申 萍 刘廉君）

武汉“童年号”社交文化平台上线运行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由未成

年人门户网站——童年网创办的

少年儿童安全社交文化平台“童年

号”在武汉正式上线运行。

据 介 绍 ，童 年 网 是 一 个 禁 止

不良信息和不良对象的儿童青少

年安全社交和综合文化平台。这

一平台具有当前互联网上流行的

社 交 软 件 的 主 要 功 能 ，包 括 交

友 、聊 天 、建 立 朋 友 圈 和 兴 趣 部

落 、分 享 优 秀 内 容 等 ，也 有 特 色

设 计 如 家 校 沟 通 、班 级 博 客 园

地 、在 线 教 育 等 ，全 面 服 务 中 小

学 生 、家 长 、教 师 、学 校 的 互 联 网

和移动互联网应用需求。

“童年号”与其他社交软件最

大的区别是只限中小学生、学生家

长、教师和学校使用，所有用户必

须后台实名注册，在经过三级验证

通过后即可使用全面功能和服务。

所有信息都要经过层层过滤，确保

没有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同时，

对疑似不良用户进行定点信息监控

直至删除该不良用户，使得不良上

网者在“童年号”无立足之地。

童年网总裁金华表示，“童年

号”将坚持“让互联网有益于未成

年 人 ”的 办 网 理 念 ，严 格 做 到“三

不做”：一不做只求用户数量无视

用 户 质 量 的 事 ；二 不 做 引 诱 欺 诈

性 点 击 的 事 ；三 不 做 作 业 帮 助 类

功能。 （熊金超）

安徽阜阳海洋文化科技馆开放

小时候的夏日午后，刘毅坐在祖父

家中的小院里，祖孙二人抱着西瓜听广

播，一听就是几个小时。现在刘毅的祖

父已去世多年，但收音机还在，不过只

是静静地躺在储物间里，已落上厚厚的

一层土。如今，就职于北京一家中外合

资汽车企业的他还保留着听广播的习

惯，但不再守着话匣子，而是用手机听

了，不仅如此，通过网络电台回听的功

能，他再也不怕错过评书了。

网络电台这个新鲜事物，近年来发

展迅猛，用户群数量急剧增加，其涨势

之快，影响之广，让人始料未及。

网络电台呈井喷式发展

随着 2010 年豆瓣 FM 上线，此后多

款网络应用相继诞生。豆瓣 FM 专注于

打造个性化音乐收听方式，用户比较小

众；蜻蜓 FM 节目内容最全，相对大众

化。此外，荔枝 FM、考拉 FM、喜马拉雅

FM等竞争者也各具特色。

据互联网数据研究机构速途研究

院统计，截至 2015 年 3 月底，蜻蜓 FM、

考拉 FM、喜马拉雅 FM 位列累计下载量

的前三位，累计下载量均过亿，总用户

超过了 2.6 亿。速途研究院院长丁道师

认为，随着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产品

的发展，移动网络电台未来依然有广阔

的拓展空间。

如今的移动网络电台从内容上看

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纯音乐类，二是

综合类，三是听书类。综合类电台有

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UGC（用户生产

内容）两种形式，部分网络电台把两种

形式结合起来。PGC 以蜻蜓 FM 为典型

代表，UGC 以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为

代表。荔枝 FM 提出“人人都是主播”，

而 喜 马 拉 雅 电 台 的 主 旨 是“ 分 享 声

音”。几乎所有的网络电台都拥有着社

交功能，独立成为社区，有着自己的传

播能力，迅速聚集了受众。

把想象力变成现实

说起网络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的编辑宋歌举了一个例子，

“在我们广播行业里有这样一个规定，

如果播出时间中超过 8 秒没有声音，将

成为重大事故，类似于平面媒体的开天

窗。”而在一次收听网络电台节目时，宋

歌恰巧听到网络电台的主播聊起了“8

秒静音”，于是接下来 8 秒真的就没有声

音。这种类似于挑衅的“证明”，从另一

层面上体现了网络电台的包容性和丰

富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罗兵在

文艺广播主持一档音乐节目，作为传统

电台行业的从业者，他自己手机里也装

着移动在线电台的应用。罗兵认为，与

传统广播相比较，网络电台呈现了声

音传播的新途径。在罗兵看来，网络

电台有诸多好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

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播客”。它能够让

人有一个通过声音表达意见的渠道，

这是传统电台无法想象的。传统电台

有严格的准入标准，而这个标准在网

络电台弱化了。

网络电台中的红人主播程一就是

传统进驻网络的代表之一。“移动音频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此前我在河南交通广播电台做晚间节

目，听众只局限于这个省份，而在互联

网上广播，好的节目内容甚至可以漂洋

过海。”程一说。他认为互联网电台还

有表达更自由、传播速度更快等优势。

除了不受专业和地域的限制外，快

速发展的网络电台纷纷已实现融资：蜻

蜓 FM 完成 C 轮融资；考拉 FM 称完成 2

亿元融资；喜马拉雅 FMA 轮融资获得

1150 万美元；荔枝 FM 也完成了 2000 万

美元 C 轮融资。在这样大量资金注入的

情况下，网络电台与传统电台靠广告盈

利的模式已经截然不同，未来的发展可

谓更加丰富。

未来依然面临挑战

随着网络电台的兴起，传统电台受

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罗兵认为，收听传统

电台的和收听网络电台的基本上是两部

分人群，尤其是后者，绝大部分也不是

传统广播的主力收听群体。但对于声

音爱好者而言，网络电台某些部分的内

容，比如更细化的歌单、更个性化的表

达、更海量的信息、更高自由度的收听

选择，确实能让一部分传统电台的听众

流失。

数据显示在线电台的使用者相对

年轻，多为“80 后”“90 后”。程一发现有

些大爷大妈喜欢大声外放广播，当程一

告诉他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网络电台

听家乡的广播后，他们也开始使用网络

电台听家乡的戏曲频道，可见未来年龄

将不再会成为网络电台使用的壁垒。

在内容上，传统电台较为深刻、严

肃，而网络电台形式、内容个性化、交

互性极强。在专业度上，虽然有传统

媒体的优秀人才转入在线电台，提升

节目质量，但是 UGC 的方式仍影响着

整体素质，在监管上也有待提升。“传

统电台也正是因为有严格标准，它所

呈现的节目要精美、专业、悦耳许多，

这是目前绝大多数网络节目无法做到

的。”罗兵认为。

丁道师表示，移动网络电台虽然目

前用户群体庞大，但仅仅依靠声音传递

信息相对于视频内容依然略显乏力。

当前移动设备的功能越发齐全、移动网

络不断拓宽、免费 WiFi 随处可见，视频

内容的观看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可以说

资讯视频化的时代正在到来。而面对

如此严峻的局面，无论线上线下的电

台，都面临着未来的挑战。

6 月 3 日，模特在发布

会 上 展 示 即 将 上 市 的 智

能手表。

当日，“出门问问”公

司 在 北 京 发 布 中 文 智 能

语 音 交 互 手 表 Ticwatch。

“出门问问”打造的这款

智 能 手 表 搭 载 了 中 文 智

能手表操作系统 Ticwear，

手表将于 6月 18日在京东

商城开启预售。

新华社发

（李方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