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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年味儿十足。1 月 22 日，江苏省南京市老门东

景区花灯璀璨，吸引许多游人前来赏灯游玩，欢度春节。

苏 阳摄（中经视觉）

活 动 多 彩 人 气 旺
本报记者 刘 兴

春节期间，江西省南昌市大力开

展“ 爱 尚 冬 季·乐 购 洪 城 ”消 费 季 活

动，投入资金 2900 万元，在汽车、家

电、百货、商超便利、餐饮等多领域开

展 促 消 费 活 动 ，坚 持 扩 容 提 质 增 活

力，让利促销惠民生，预计带动消费

额超 1 亿元。

南昌市商务局经抽取全市部分样

本商贸企业统计，正月初一全市商贸

消费客流量 61.98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 长 17.5% ；实 现 销 售 额 6274.32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6.06%。全市主

要商贸经济体反映商贸消费火热异

常，消费品市场增长强劲。

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电影市场的

首个春节档，南昌电影市场也明显回

暖。南昌市红谷滩区万达影院工作人

员郭慧告诉记者，进入春节假期后，前

来观影的市民人数持续增加，影城迎

来了久违的消费热潮。“今年的影片内

容很丰富，涉及科幻、喜剧、动画等多

种题材，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特别是

《流浪地球 2》备受大家关注。”郭慧介

绍，影院节前就对所有设备开展了全

面检查，对所有员工进行了培训，每日

对影院环境进行消杀，确保为大家提

供安全舒适的观影环境。

正月初一，一场规模盛大的迎春

烟花晚会点亮了南昌市的夜空。烟花、

无人机、音乐喷泉、两岸灯光秀⋯⋯洋

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春节期间，南

昌安排了 200 余项年味足、亮点多、趣

味浓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走出

家门。

装扮一新的南昌市绳金塔历史文

化街区格外喜庆，第 19 届南昌“金塔

焕新·潮玩庙会”主题庙会正在这里热

闹举行，创意市集、国风演艺、实景互

动、地方美食等活动层出不穷，当日客

流量突破 8 万人次。

南昌市首届迎春花市日前也在万

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开市，近 50 种精品

花卉亮相展出。西湖区文广新旅局局

长李刚说：“花市采用‘白天+夜间、线

上+线下、传统+现代’的模式，利用社

交平台打造云上花市的概念，同时配

备了 20 万元花市专场消费券，用真金

白银来补贴促消费。”

消费新模式带来新体验

本报记者

周

琳

春节假期，津门节日氛围浓厚。

走进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网红”打

卡地佛罗伦萨小镇，圆形竞技场、拱

形游廊、宽阔的红砖广场等意大利式

经典建筑呈现眼前，鳞次栉比的商业

店铺人流涌动。

“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意式风情

商场之一，‘吃喝玩乐购’一应俱全，

还有奥特莱斯商品特卖，很热闹。”第

一次到小镇游玩的北京游客张维远

兴奋地说。

行走在佛罗伦萨小镇商圈街区，

拿起手机打开 VR 虚拟现实场景导

览，畅享云逛街，感受一站式数字场景

体验。“您好！想去的店铺就在前面，

请根据智能导航路线前往。”从佛罗伦

萨小镇出来，张维远一家来到创意米

兰生活广场，跟着智慧 AI 终端提供的

电子地图导览，轻松找到目标商铺。

在创意米兰生活广场，由武清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承 办 的“ 天 津 常 走

走”——京冀游客新年首发团活动正

在举行。锣鼓喧天的舞狮表演，将欢

乐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

2022 年底，商务部公示首批 12 个

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和 16个全国示范智

慧商店名单，佛罗伦萨小镇商圈和创意

米兰生活广场分别成为天津市唯一入

选的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示范项目。

武清开发区党委书记李富国介

绍，佛罗伦萨小镇商圈定位于满足京

津冀消费业态升级需求，仅元旦假期

三天时间就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营业收入近 1 亿元。

与火热的商超消费相比，津门汽车消费热度更高。在天

津港保税区，占地 100 万平方米、拥有 60 余家汽车销售门店、

年销售额达 100 亿元的空港国际汽车园里，“津乐购”购车抽

奖活动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局长李金

辉说，这场购车活动是天津港保税区近年来践行党建引领共

同缔造理念、出台“稳经济·促消费”政策的缩影。2022 年，天

津港保税区发放购车消费补贴 2 次，共 2000 万元；发放购物、

餐饮消费券 200 万元；此次购车抽奖活动又投入 300 万元专项

资金，希望持续增强市场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位于武清区的 V1 汽车世界是集汽车销售、汽车文化展示

等为一体的创新汽车生态园项目，目前已成功举行中国汽车

耐力锦标赛、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等多场活动，为京津冀游客

提供新的消费体验。

武清区商务局局长萧庆东说：“武清区将继续以佛罗伦萨

小镇、V1 汽车世界、创意米兰‘三个核心点位’打造新的消费增

长极，培育壮大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升级多元的消费场景。”

网红歌曲的版权价值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

亮我一路前行⋯⋯”从世界杯到兔

年 春 晚 ，歌 曲《早 安 隆 回》热 度 不

减。作为现象级歌曲，按理说，《早

安隆回》的版权价值不可限量。不

过，面对网上大量网友传播或翻唱，

《早安隆回》词曲创作者及原唱袁树

雄却很“大度”，称自己不介意改编，

无论是“早安长沙”“早安武汉”还是

“早安中国”，统统欢迎。

《早安隆回》走红，偶然之中有

必然。不少网友认为，在疫情形势

最紧张的那段日子里，这首歌的旋

律和歌词给人以重拾信心的力量；

世界杯期间，这段旋律又和梅西手

捧大力神杯走上领奖台的步伐一拍

即合。歌曲走红后，不少创作者发

现这个旋律很“百搭”，能够和一切

积极向上的画面匹配，产生情感共

鸣，传递正能量。“音乐+短视频”的

互动玩法让《早安隆回》迅速破圈。

《早安隆回》走红还有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这首歌面向

社会开放版权。当前，未经授权使

用音乐作品已经成为短视频侵权的

重要类型，对音乐作品任意改编及

表演也涉嫌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利

益双方为此陷入纠纷甚至对簿公堂

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对网友使

用《早安隆回》作为背景音乐制作短

视 频 的 行 为 ，袁 树 雄 没 有 主 张 版

权。在他看来，大部分短视频创作

者都是普通用户，创作目的并非盈

利而是分享，而且大众传播与翻唱

是对歌曲最好的宣传。

实践证明，音乐作品开放版权

是多赢之举。《早安隆回》走红后，其

商业价值不断突破版权边界，展现

出较大开发潜力。不仅袁树雄本人商务演出邀约不断，“隆回

在哪里”也引起网民关注，将会给隆回县带来直接或间接旅游

价值。除此之外，这首歌的 IP 还可能进一步衍生，产生更大

市场效应。

应该说，短视频平台对流行音乐的影响不可小觑。QQ 音

乐、酷狗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中国流媒体音乐市场月活前三

的平台，而在这三家平台排名前十的热歌中，将近一半的歌曲

是通过短视频配乐走红的。短视频已经成为音乐作品宣传推

广的重要平台，能够为音乐产业开辟新的收入。开放版权之

后，双方或许还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比如，平台可以依据大

数据分析确定版权价值，帮助音乐人加快版权运营；也可以利

用平台影响力帮助歌曲延续爆款的生命力，产生更长远的价

值。在保护版权方权利的同时，推动创造、传播和市场的进一

步拓展。

同时也要看到，音乐作品开放版权一般会有时间限制，特

别是当音乐人的流量和名气不断升级，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

越来越大，对版权的重视程度也会随之升级。任何时候，短视

频平台的版权之“弦”都不能松，应该在发展中逐步完善版权

收益结算规则以及用户使用规则，避免日后陷入版权纷争或

不必要的利益纠葛，同时也要让优质内容的贡献者可以分到

更多的蛋糕。

音乐市场繁荣发展，离不开版权工作保驾护航。正是

因为重视版权，助推一些内容平台成为中国头部文化娱乐

集团。但是，过去一段时间，版权内卷、版权纷争也让音乐

产业很受伤。《早安隆回》走红，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音乐

作品版权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并

不一定是限制和排斥，也可以是

许可和共享。只要讲清商业模

式，用好传播手段和版权策略，

双 方 一 定 可 以 找 到 最 佳 契 合

点。在尊重版权的基础上，适度

开放共享，从中受益的不只是音

乐人和平台。

闽江学院坚持“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特色——

擦亮应用技术型办学“金名片”
在闽江学院校园南门的一块巨石上，

“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

16个大字熠熠生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担任

福州市委书记兼任闽江学院（原闽江职业大

学）校长时，亲自为学校擘画的办学理念。

2021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闽江

学院考察调研，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坚持应用技术型办学方向，适应社

会需要设置专业、打好基础，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记者近日走进闽江学院，感受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东的思政课

向来是学校的“秒杀课”，一开放选课，很快

就被学生抢光。陈东的授课引经据典、妙语

连珠。“通过陈老师的拆解、延伸，我对思政

课、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的领悟。”闽

江学院 2021 级广告学专业学生李奕璇说。

闽江学院团委副书记梁晨告诉记者，近

期，学校多形式、分层次连续开展“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活动。不仅召开

了多场研讨会、座谈会，还成立了校党委宣

讲团、基层党委宣讲团、辅导员立德树人宣

讲团和大学生理想信念宣讲团集中开展宣

讲活动，实现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校园宣讲多

层次、全方位、全覆盖。

近日，闽江学院 2022 级表演专业学生许

宇航录制的《学习二十大 闽院青年说》第二

讲《如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同学们中

引起热烈反响。“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给

同学们听，首先我自己要扎扎实实去学习，

通过学习的过程，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

念。”许宇航说。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闽江学院长久

以来的光荣传统。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闽江学

院坚持推动思想教育工作创新发展，打造立

德树人闽院样板。

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庆守

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几册优美的画册，张

庆守表示，“画卷中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方

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融通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隔阂，切实把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落到了实处。

坚持应用技术型办学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闽江学院已成为一所学

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水平较高的本科高

校，坚持应用技术型办学方向，为社会培养

输送了一大批应用技术型人才。

“一直以来，闽江学院都高度重视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

长林文忠告诉记者，学院不仅为学生配备校

内导师，还聘请企业的技术人员作为校外导

师，以技术项目为依托，驱动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让学生真正具备动手实践能力。

在闽江学院·汇川科技物联网创新联合

研究院里，福建汇川物联网技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郑林斌正在进行倾角传感器主

控板测试。从闽江学院物电学院毕业后，郑

林斌进入汇川公司工作，如今以汇川员工的

身份重新回到母校实验室参与联合研发。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助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罗海波告诉记者，2015

年，闽江学院与汇川公司共同组建研究院，

以企业及行业实际需求为目标，以项目研究

开发为纽带，结合人才培养，整合优势资源，

校企联合解决企业实际生产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

服务地方发展需求

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创建于

2003 年，是福建省创办时间早、师资力量强、

学术水平高的纺织服装高

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地之一。服装与

艺术工程学院院长李永贵

说，纺织服装学科是典型

的应用型学科，该学院就

是为了服务福建省纺织与

服装产业的创新发展而设

立的，学生的集中实训时

间占到教学时间的一半以

上。目前学院建成了从纺丝、纺纱、织造、染

整、印花、服装到纺织服装检测完整产业链的

实验室体系，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

走进位于服装学院内的福建省服装创

意设计中心，各式各样的畲族服饰与饰品引

人注目。闽江学院副教授、福建省服装创意

设计中心主任陈栩告诉记者，她带领学生把

畲族服饰的图案、工艺融入现代时尚设计潮

流元素，将传统服饰转变成生活中的实用良

品，并努力用产业化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益帮

助“非遗”保护。2018 年起，陈栩指导带领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福建省多个畲

族乡村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培训。

不久前，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柯

惠珍联合福建工程学院成功揭榜了福建长

源纺织有限公司提出的“高导湿增强型抑菌

中空纤维混纺纱的研发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该项目是福州市“揭榜挂帅”科技重

大项目，将能够突破中空纤维混纺纱的研发

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近年来，我们积极联系企业加速开展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攻关，提供高校

智力支持，这些都鲜明体现了学校‘适应社

会需要、服务地方发展需求’的办学特色。”

李永贵说。

□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加 入 合 作 社 一 起 干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图那嘎村采访记

1 月 10 日，农历腊月十九，吉林省松原

市前郭县图那嘎村乐声阵阵，村民们身着

盛装在村部前的广场上扭起大秧歌，喜气洋

洋——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分红啦！

55 岁的图那嘎村新村屯村民孙明友告

诉记者，这次分红他家承包地分到了 3.88 万

元。“自己不用操心种子、化肥、耕种等烦心

事，年底分红赚得比以前多，这样的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真是好！”

图那嘎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大

宝地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市

场化注册。当年，吉林省委组织部在全省筛

选确定 100 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省级示范

村，指导省内各地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516 个

示范村同步开展试点建设，由村党支部主导

合作社运行管理，构建村集体和农民群众收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走好组织

化的农村市场化道路。

图那嘎村党支部书记孔祥林告诉记者，

多年来，村里产业结构单一，以传统种植玉米

为主，农民增收创收难度大。合作社成立后，

在 2022 年开展了玉米种植、肉牛及林下鸡养

殖合作项目。依据合作约定，合作社成立第一

个周期年，仅玉米种植项目分红，扣除生产成

本和公积金，每公顷应分实分 24288元。

“合作社余留少，不图种粮卖粮赚钱，重要

的是促进村民合作互助，让大家看到村党支部

是在带领村民真创业、真干事。”松原市政府办

公室派驻图那嘎村第一书记雷广阔说。

为了尽可能多给合作社成员分红，大宝地

合作社探索实施水肥一

体化项目，高标准农田建

设实现合作社全覆盖，每

公 顷 土 地 可 实 现 增 收

2000元；大力发展肉牛养

殖项目，探索建立起“秸

秆变饲料、蚯蚓养鸡、粪

肥还黑土”的立体循环生

态农业增收模式。

“我家共入社土地 8 公顷，分红 19.4 万

元，一垧地收入比没入社的多 2000 多元，一

年啥也不用管，平时有了大把时间去打工，又

能赚几万元，全年收入挺可观。”48 岁的村民

仲崇亮说，新的一年还会继续跟着合作社干。

如今，图那嘎村加入大宝地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耕地已占全村包产到户农地面积的

92%。孔祥林说，下一步将扩大经营范围，发

展合作养殖肉鹅、打造庭院经济、开发乡村

旅游、成立村劳务队等，发展壮大合作社。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通过高质量赛事引项揽才

哈尔滨新区深耕产业链融通创新
本报哈尔滨 1 月 23 日讯（记者苏大鹏）围绕推动产业链

融通创新，哈尔滨新区将创新大赛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引入

高质量项目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哈尔滨新

区杯”产业链创新融通大赛吸引众多国内创新型企业和团队

参加，9 个获奖高科技项目签约落户，投资额 9.05 亿元。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成员邵钢介绍，以往多数

创新创业大赛都是以产业或技术单一赛道来划分，比如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大赛。此次大赛，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与哈

尔滨新区管委会多次优化和完善比赛方案，实现大赛基于产业

链强链补链，不断培育壮大产能发展的新模式。哈尔滨新区充

分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专门设置 5 个赛道，分别由哈尔

滨新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为各赛道命题，并在

全国范围内征集自主创新创业项目。自 2022 年 9 月大赛正式

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多个省份的企业和团队报名参赛，最终

通过审核的项目达到 307个，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37家。

据了解，在此次举办的产业链创新融通大赛上，语仓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同创普润（上海）机电高科技公司等企业参赛

项目在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这些企业不仅获得1万

元至3万元不等的奖金，参赛项目还将优先向全国知名投资机构

推荐，获得“一对一”的专业融资服务。如果项目落户哈尔滨新

区，还将获得5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项目资助和政策支持。

语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本次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项目

落地后，将获得哈尔滨新区 100 万元的项目资助以及相应的办

公研发场地、融资等支持。该公司董事长李国东说，语仓科技

参赛项目是基于认知智能的智慧政务公务系统及新 95128 平

台，项目落地后，企业将把语仓的研发中心迁移过来，将哈尔滨

作为全国新 95128平台新模式试点，并向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