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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鑫鑫

张国清当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新华社沈阳 12 月 18 日电 中共辽

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2 月 18 日选举张国清为省委书记 ，李

乐成、胡玉亭为省委副书记，当选省委常

委的还有刘慧晏、刘奇凡、于天敏、王新

伟 、王健 、熊茂平 、梁平 、张立林 （土家

族）、张成中、胡立杰（女）。中共辽宁省第

十三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奇凡

为省纪委书记，孙建军、吕宏、邵林（女）、

汪诚（女）为省纪委副书记。

朵云书院何以成为“最年轻”上海好商标
专家：体现上海文化品牌辐射价值，折射上海品牌高质量发展理念

新一批上海好商标日前出炉，“马

利”等78件商标获评，它们与首批认定

的62件上海好商标一起，组成了代表上

海品牌实力的“商标矩阵”。这批好商标

中， 既有不少沉淀百年历史的商标以及

老字号商标，也有一批新孕育的商标，比

如：仅有三年“资历”的朵云书院就“过五

关斩六将”， 成为所有140件上海好商标

中“最年轻”的成员。

上海市商标品牌协会日前为“朵云

书院”商标的所有者上海世纪朵云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颁证授牌。“朵云书院的

获评意义，在于它能体现上海文化品牌

的辐射价值。” 在多位上海市商标品牌

协会专家的评审意见中，商标的价值正

从过去的资历、经营收入渐渐转向文化

影响力等更高阶标准，折射出上海品牌

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每家店都能留下独特印记

朵云书院很年轻， 商标品牌主体

“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至今刚满三年。三年内它一共在上海

开了5家店，从数量上说并不算多，但在

评审团的眼中，“每一家店都能在上海

留下独特印记”。

最“爆款”的门店，莫过于坐落在上

海中心大厦52层的“朵云书院旗舰店”，

一夜之间成为“必打卡”文化地标。但朵

云书院没有停留于此。上海世纪朵云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更愿意用

“文化地标”来概括品牌的整体调性，比

如， 上海中心大厦旗舰店代表国际化，

思南书局代表新海派， 朵云书院·广富

林店代表新中式， 思南书局·诗歌店是

首家垂直店， 朵云书院·戏剧店则是首

家融入餐饮业务的门店。书院的业态不

断创新，小而美、大而雅的人文调性却

逐渐凝结，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具有影响

力及行业标杆地位的文化商标品牌。

市商标品牌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海涵认为，一个商标品牌变得优秀，是

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共识， 是消费者选

择和市场确认的结果， 而从商标的发展

趋势来看，其最高境界是承载文化，在情

感上能够引起共鸣，从而建立标识度，朵

云书院虽是新品牌， 但能在传统文化中

焕发新的生机，就已经成功了。

上海文化辐射力成“关
键加分项”

如果按“论资排辈”的标准来评判，

诞生仅三年的朵云书院并不达标。林海

涵告诉记者，最后打动评审团的“关键

加分项”，在于文化辐射力。

“源自上海的朵云书院已走出上

海 ，走向全国 。”凌云向记者更新了业

务状态，今年，朵云书院分别在四川成

都和浙江黄岩开了两家门店， 都是当

地政府来邀请入驻的。不仅如此，朵云

书院还已确定明年将在江苏苏州 、盐

城开店， 一些地区的门店品牌授权也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某种程度上说，

它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客厅的一张靓

丽名片。

“商标品牌具有穿透力。”市工商联

副主席、 市商标品牌协会会长樊芸认

为，朵云书院虽然年轻，但代表着当下

上海最热门的文化商标，更有机会代表

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去，体现出上海文化

品牌的辐射价值。

进一步讲好“上海故事”

包括朵云书院、马利、老凤祥等在

内，今年评审认定的上海好商标涵盖了

上海服务、制造、购物、文化等四大品牌

领域。其中，驰名商标16件，占比21%；

原著名商标有53件，占比68%；老字号

商标有19件，占比24%；百年以上历史

的有3件， 占比4%；50年以上历史的有

12件，占比15%；商品商标占比81%，服

务商标占比19%。

林海涵表示，今年上海好商标的评

审认定，既突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

新技术产业、 高端制造业等的支持力

度，也突出对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文化

创意产业和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旨在

进一步弘扬上海商标品牌文化，发挥商

标品牌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下一步，市商标品牌协会将

采取有力措施在商标品牌宣传上发力，

搭建商标品牌数据平台，不断扩大上海

商标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讲好上海、中

国故事，唱响民族商标品牌，推动商标

品牌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王彦

评论界盛赞总台出品电影《跨过鸭绿江》
国家史诗，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从 40 集电视剧到 154 分钟电影，从此前上

映的不同侧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的电影作品， 到如今全景式把握抗美援

朝战争所蕴含的重大历史、 重大决策、 巨大牺

牲、伟大胜利，电影《跨过鸭绿江》引发了学者、

评论家的热切关注、一致盛赞。

连日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跨过鸭绿江》 口碑不断发

酵。 在专家们看来，该片的信史笔法、历史纵深、

国际视野、美学风格、史诗风范等特质，让影片

堪称“国家史诗”，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

作的一部高峰之作。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公映

乃至今后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等，必将引领

广大观众深刻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 ，

对进一步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

具有特殊意义。

以信史之笔，写“国之大者，
上下一心”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同时又是全

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真实的历史、真

实的人，是电影《跨过鸭绿江》创作的根本之源。

主创团队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借助想

象和艺术审美的思维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里

跳脱出来，用电影语言这种特殊的“史笔”，艺术

地再现了这段惊天地、 泣鬼神的历史， 做到了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

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如此定义影片

《跨过鸭绿江》在中国影史的位置———第一部将

纪实性、全景式、传记性和心灵性汇为一体去反

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片。 它有突出的纪实风

格， 尝试以全景再现战争奇观； 它还是传记性

的， 以彭德怀司令员为主视角去透视战争中人

的境况，尤以“心灵辩证法”的笔触去摹写人物

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 产生出直指灵魂深层的

强劲力道， 表明国产战争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迈出了新的有力步伐。

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赵彤用 “实

名制”形象地突出影片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称

其“篇简而体大，笔略而虑周，实录笔法尤为值

得肯定”。 爬梳以往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者

们通常以虚拟的角色以小见大，《上甘岭》 中的

张忠发，《英雄儿女》里的王成、王芳，《打击侵略

者》中的丁大勇，乃至《金刚川》里的张飞，《长津

湖》中的伍千里、伍万里等角色，在人物塑造上，

都是由原型人物加以改编以虚构姓名入戏的 。

同时，敌方角色姓名、性格也尽多虚构。 但在《跨

过鸭绿江》里，虽我方详而敌方略，但双方出场

角色的身份字幕不绝如缕、 历历在目。 赵彤认

为，正是在如此信史笔法中，《跨过鸭绿江》为观

众展现了中国人民为这场“立国之战”众志成城

的恢弘画卷。 片中不仅展现中央领导的战略思

维，还深情致敬了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让人

信服地写出了“国之大者，上下一心”。

影片忠于历史的创作原则不仅是文艺评论

家们的一致感受， 同样得到军事专家的高度认

可。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军史专家刘

波说：“电影《跨过鸭绿江》是一部颇为硬核的战

争片，故事走向、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和相关的

重要形象都本着尊重历史、 忠于历史的创作原

则，大到风云诡谲的国际格局和战役布局，细至

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和战斗故事， 都有极强的

历史揭秘感和现场还原感。 无论是从军事角度，

还是从艺术角度，都堪称精品力作。 ”

塑造了生动感人的艺术形
象，以人写史、史中觅诗

154 分钟浓缩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事，如此强

度、密度和浓度在国产电影领域堪称罕见。 影片

却并非平铺直叙地拍纪实片， 整个故事既有宏

阔的视野，也不乏人物细腻的情感，开合有度 、

颇具戏剧张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艺术形

象的感人塑造，得到了专家们的交口称赞。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名文艺评论家

仲呈祥看来，电影选择彭德怀的视角，无疑是明

智之选。 因为彭德怀是贯穿抗美援朝的核心人

物：通过彭德怀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系，精准

展示了作出抗美援朝伟大决策的艰难过程 ；通

过彭老总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梁兴初、曾泽

生和黄继光、邱少云等将士的关系，刻画出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英雄群像； 通过彭德怀与毛岸英

的关系， 催人泪下地刻画出他和毛泽东的深厚

情谊、宽广胸怀和人文情怀。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尹鸿也持相同观点。 他说：“影片对

彭德怀司令员的塑造非常成功， 具有强大的艺

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铁原阻击战，63 军以

9000 人的兵力掩护大部队撤退， 彭德怀以军礼

致敬“军容不整”的战士们；50 军拼到最后也不

喊苦， 彭德怀为他们心痛落泪； 彭德怀对梁兴

初，从最初的矛盾和冲突，到最后他发出 “中国

人民志愿军万岁，38 军万岁”的电文……凡此种

种， 都为观众呈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雄韬武略

之外的人文温度、人性之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

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周星表示： 影片宏观展示抗

美援朝的大全景和战略主帅们的运筹帷幄 ，中

观把握各个战役之间大部队的调动布局与敌我

双方对峙的惊心动魄， 微观体现具体的基层部

队将士们的品性血性和精神气质，栩栩如生，令

人难忘。 《跨过鸭绿江》就是在各个层面的人物

共同推进下，以人写史，史中觅诗。

以大历史观，为今天的青年
一代提供精神推动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 文艺评论家贾

磊磊认为 ，电影 《跨过鸭绿江 》具有大历史观 。

“一系列血火交织的镜头中，影片表达了创作者

关于国家的生死存亡、民族的安危荣辱、社会的

强弱兴衰、 军队的胜负成败这类重大历史主题

的深刻阐述， 让人真切感受到抗美援朝战争是

如此艰苦卓绝、撼天动地。 与此同时，影片在铭

记历史中，也做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

比如影片中有句台词掷地有声，“中国人民

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 ，两样

都可以干”。主创团队表示，希望向观众传递中国

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不畏强权的爱

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们的钢铁意志和坚定信念。

又比如让无数人泪奔的片尾： 中国人民志

愿军番号一一在大银幕上呈现， 仿佛一列列出

征的士兵向前挺进。每一个番号后面都是千万个

儿子、父亲、女儿、母亲、丈夫、妻子、恋人、兄弟姊

妹、亲朋好友……无数志愿军将士为了国家和民

族，义无反顾、舍生忘死、血战他乡，他们用热血

和生命换来了共和国 70 多年的和平与尊严。

硝烟已散，山河无恙。 现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同时也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当年义无反顾保家卫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多数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之时，总台以《跨过鸭绿

江》带领观众回顾立国之战，就是以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激励今天的大众，尤其是为青年一代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时代使命感，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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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亚东县委常务副书记两年多来， 汤旻始终坚持将上海的工

作理念经验和亚东县情有机结合，立足高原、融入亚东，把自己当成

当地干部，和亚东各族干部群众一道，同甘共苦，积极作为，始终奋战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第一线。

初入西藏，汤旻带领亚东联络小组组员，第一时间深入全县 7 个

乡镇、26 个县直部门等开展调研，座谈干部群众超过 300 人，行程超

过 1500 公里，摸清亚东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厘清援藏工作思路。

今年4月，亚东先后经历两次地震。震后半小时，汤旻就带着组

员，冒着余震和山体塌方的危险，来到援藏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现场

情况。今年5月和10月，亚东分别迎来两次暴雨，部分公路被冲毁，汤旻

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援藏项目第一线，查看和了解群众受灾情况，组织施

工人员有序撤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援藏项目的顺利推进。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汤旻和组员们一起，

把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康养旅游开发等结合起来，全力打造边

境小康村示范项目。从项目比选设计到协调推进施工，从组织群众搬

迁到配套产业发展助力群众持续增收，汤旻要做的不仅仅是项目，而

且是援藏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去年 9 月下旬，近 30 户农牧民从高海拔地区搬迁至低海拔的边

境小康村，开启了新生活。

今年，沪藏党建联建共建模式初具雏形，蔬菜温室大棚、鲑鱼养殖基地、民宿旅

游等配套产业正如火如荼建设中，有的已经建成并发挥效应，搬迁群众搬得进、住

得好、能致富的心愿日益变为现实。 现在，村里的广场上，看着整齐的村舍、发展的

产业、藏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笑脸，汤旻不由得感慨：“我们的辛苦付出，值了！ ”

产业发展，须因地制宜。 依托自身禀赋，亚东大力培育牦牛、亚东鲑鱼养殖、林

下资源培育和康养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汤旻告诉记者，当地探索工厂化繁育培植

模式，扩大亚东鲑鱼产量，继续助推鲑鱼营销，打造亚东品牌；引入先进技术和专业

人才，以工代训，增加大学生、中职生等就业岗位；扶持特色农牧产品销售，进一步

树立亚东黑木耳等品牌，健全营销体系；围绕雪山、湖泊、原始森林等打造全域旅游

线路，形成“产业带来就业，就业带动增收”的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汤旻还积极参与上海对口帮扶地区专场直播，为亚东野生黑木

耳、亚东野生天麻、亚东野生松茸等带货，销售额达 47 万元；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依托普陀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捐赠资金，成立社会组织“亚东县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尝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助推亚东青年就业创业工作。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汤旻， 现任政协上海市普陀区委员
会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专委会主任 ，援
藏任日喀则市亚东县委常务副书记。

连日来，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的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影 《跨过鸭绿

江》 口碑不断发酵。

在专家们看来，该片

的信史笔法、历史纵

深 、国际视野 、美学

风格、史诗风范等特

质 ，让影片堪称 “国

家史诗”， 是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电影创

作的一部高峰之作。

图为该片海报。

上海网络文化产业高地形成“强磁场”
汇聚优质内容 Z世代未来可期

（上接第一版）《诡秘之主》 小说英文版
在“起点国际”上线后迅速成为全球奇幻

题材热度榜第一名，总阅读量已超 2400

万；改编自网络小说《庆余年》的连续剧

在海外视频网站上线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等多个语种版本 ， 播出点击率破 14

亿；《伍六七》系列动画登陆 Netflix，以英

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等配音版本和

29 种语言字幕版本在 190 个国家和地

区独家播出，被全球粉丝催更……上海

出品的网络文化产品以“润物细无声”的

互动方式，让中国故事入目、入耳、入心。

“网络文学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

重要文化名片， 其文化魅力和创作模式

具有全球推广的市场潜力。 ”阅文集团首

席执行官、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说。上海

是国内网络文学起步最早的城市， 也是

网络文学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 。 2017

年，上线的阅文海外网络文学网站“起点

国际”持续推动国内优秀作品走向世界，

目前已汇聚 10 万海外作者，成为国际最

大网络文学交流平台。 《2020 网络文学

出海白皮书》披露，网文海外市场规模已

达 4.6 亿元，海外网文用户数量 3200 万

人。 Z 世代成为网络文学接触和消费的

主力军， 中华文化元素的转化呈现将在

他们心中留下长久的影响和印记。

上海网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产

业布局完备，网络影视内容出品数量位

居全国前列，音频网站占全国市场份额

约 70%；在全球可比城市中 ，上海已成

为电竞领域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 随着

“文创 50 条”“电竞 20 条”等相关政策出

台并落实 ，上海加速建设 “全球电竞之

都”“游戏创新之城”。 近年来，落地上海

的电竞赛事数量持续增长，赛事体系层

次愈加丰富，俱乐部数量和赛事收入均

在国内独占鳌头。 据统计，2021 年上海

电竞产业规模预计达 55.2 亿元（不含电

竞游戏收入），在全国占比将超过 50%；

位于上海的电竞俱乐部占全国的比例达

到 43.6%。 2020 年，上海成功举办“英雄

联盟全球总决赛”（S10），吸引 91.2 亿人

次围观 ；2021 年 ， 带着 “上海标签 ”的

EDG 俱乐部勇夺 S11 总冠军。 顶级电竞

赛事与城市文化互相赋能，进一步打造

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名片”。

融技术性、参与性、交
互性于一体的虚拟“课
堂”，让未来更可期

紧贴时代脉动、汇聚青春力量，Z 世

代“众创”成为互联网文化富有朝气活力

的新生力量。 B 站 UP 主“老师好我叫何

同学” 通过实机测试展现 5G 技术在日

常使用中的真实体验，站内播放量超过

2800 万；UP 主“小学生 vita”创作的 “小

学生教你学编程”系列视频总播放量超

500 万， 引起苹果 CEO 库克的关注；UP

主“风羽酱”制作《这才叫水视频！ 》创意

短片播放量近 940 万，成为中国青年献

给“世界气象日”的科普礼物……凭借极

具专业素养的个性表达，这些年轻人让

世界听到了“科技强国”的中国声音。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

方式，上海依托人才、技术、平台优势打

造 “百科全书式的网站”“没有围墙的大

学”，让终身学习、在线学习成为网络文

化生活新风尚。在 B 站所有 PUGV（专业

用户创作视频 ） 中 ， 泛知识内容已达

49%。据统计，2018 年，有 1827 万人把 B

站作为在线学习的课堂；2019 年， 这个

数字突破了 5000 万； 过去一年里，B 站

知识区创作者规模增长了 92%，涵盖生

物、医学、历史、文学等多个专业领域，超

过 1.83 亿用户在 B 站学习。

在上海，融技术性、参与性、交互性

于一体的数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国

风”“国潮” 成为构成网络流行文化的要

素之一。 2020 年，B 站传统文化爱好者

达 9603 万 ， 国风视频创作同比增长

331%。 2021 年，UP 主们在 B 站共发布

4000 余个毕业设计作品，其中最受好评

的是描绘民族文化多样性之美的短片

《万华镜》、 传播国粹知识的游戏设计作

品《京剧脸谱游戏功能展示》、西游题材

3D 动画《狮驼岭》。通过互联网创新表达

方式，Z 世代搭建跨越时空的心灵桥梁，

将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融入现代化语

境，让古朴本真之美重回大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