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无处不在。近日我省再传喜报：由中国

文物交流中心、瞭望东方周刊、文物交流智库和中

科智库研究院共同编制的《2021年度全国文物旅

游景区影响力评估报告》正式发布，吉林省伪满皇

宫博物院入选全国文物旅游景区创新发展力

TOP10，位列第七。本次评估覆盖了全国118处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资源的5A级景

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云”服务建设、自媒体矩阵

搭建方面均表现突出。

建设智慧博物馆
提升数字化水平

2017年，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启动智慧博物

馆建设，秉承“智慧服务人性化”的顶层设计规划，

锐意创新、大胆实践、持续推进公众服务的智慧化

建设，强力推进业务模式与服务功能的延展、优化

和升级，为公众提供多种多样的数字化服务，提升

公众服务水平。

在“云”服务方面，伪满皇宫博物院持续发力，

为公众打造一个集获取知识、交流学习、协同研究

于一体的线上服务平台。

新官网作为伪满皇宫博物院搭建线上服务平

台的入口，在视觉效果、功能模块方面实现了全面

升级，不仅可以更好地为访客提供展览、导览等方

面的基础服务信息，同时也是展示博物院各项数

字服务的多媒体平台。

“在网上就可以逛博物馆了，视觉上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游客表示。线上VR数字展

馆，通过三维实景技术展示博物院历年精品展览

14个，使观众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束缚，身临

其境地观看博物院线上展览，实现展览的永不落

幕。文物全息展示系统，是一个具备社交属性、

研究属性、开放互联属性的文物数字化成果展示

平台，访客登录系统后可体验到近距离把玩、欣

赏、研究文物的乐趣，系统通过元数据信息可实

现图形识别、知识自动关联等功能，有助于访客

全面了解文物信息，深度了解相关内容，以往深

藏闺中的文物，通过该系统立体的呈现在公众面

前。每个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或是被历史

尘封已久，或是有着鲜为人知的渊源，通过“格物

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就可以将这些集中展示，

让更多的人参与探讨和研究之中。这个研究平

台也是我国文博行业首个从文物研究出发，面向

全社会开放，具有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的交

流平台，力求集百家观点，共同揭秘更多文物背

后的故事，为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线上文化服务提

供了新模式、新思考。

目前，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在打造全国最权

威的“伪满史料数据平台”，将院内外关于伪满

时期的图书、报纸等资源进行收集、归纳、整理，

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采集，构建伪满史

料数据平台，实现文献资源数字化后的分享传

播及研究利用，为公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线上

“云”服务。

自2020年初伪满皇宫博物院线上服务平台

上线以来，已累计受访483万次，访客遍布7大洲

45个国家。

搭建新媒体运营平台
拓展对外窗口

“每天有啥动态，网上一查都知道，我们随时

都可以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新情况。”有网友在

公众号上留言。在新媒体平台搭建方面，伪满皇

宫博物院自2017年起开展“双微”平台运营，近年

来已逐步形成“双微”为主，抖音、快手、视频号等

多平台运营新媒体矩阵。

在内容运营方面，伪满皇宫博物院不断创新，

2021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伪满皇宫博物院基于

门户系统集成的数据信息，首次将观众到院参观

所产生的客源分布、年龄段、购票方式、热力分布

等各项文旅数据通过“双微”平台对外发布，不仅

为博物院规划服务安排提供依据，为观众提供出

行建议，同时也为周边各服务行业提供了数据参

考。

在博物院的精心运营下，官方微博荣获长春

市“优秀政务应用奖”“吉林省文旅最具影响力微

博”。自短视频、直播兴起以来，伪满皇宫博物院

积极开展精品短视频拍摄制作及直播活动。2021

年，由博物院编辑、拍摄的《博物馆说——百年蒸

汽机车》视频短片入选2021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

传播精品（新媒体）推介项目。

同时，伪满皇宫博物院充分开发微信平台的

服务功能，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开发“易游通”公

众服务平台，并获选“2018互联网+中华文明”示

范项目，获得国家资金支持15万元。该导览改变

过去观众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或根据时间长短为

游客提供讲解路线的固化模式，通过兴趣标签为

观众提供个性化游览路线。

近期，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在进行“伴游”视频

导览程序的开发工作，该程序是国内首个主打融

媒体资源与仿真导游相结合的博物馆导览产品，

为观众提供有温度、有互动，实用又好用的旅伴式

导览体验，为博物馆及景区提供更专业、更高效观

众导览服务。

增加新业态服务
不断创新促发展

近年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以“做中国博物馆+

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发展目标，积极拥抱互

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和业态变革。作为“全国最

具创新力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以“博物馆到底

还可以做什么？”的自我追问，不断创新，打造出中

国博物馆行业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字库产品

“满宫德文体”，借助信息技术让汉字精粹“活”起

来；创造性转化博物院六十年来的溥仪研究成果，

打造学术型史实话剧《“新京”梦碎》，参与互动观众

达500余万人；依据C2军事理论与前沿技术，创新

性开发“无界安保智能指挥系统”，现已成为全国文

博单位和旅游景区安全保障工作的新标兵。

在“M+新媒体”的运营模式下，推出的全国首

款融媒体出版物《长春日知录》，将长春历史文化

相关资源以传统印刷媒介和智能移动终端APP形

式相结合，实现多种媒介融合传播，突破行业服务

新模式；牵头创办国内首个跨行业的“智慧博物馆

联合实验室”，为中小型博物馆智慧化发展、运营

提供新方案、新思路。开发国内首个“文物核查小

程序”，有效提高开闭馆前后展区内的文物核查效

率，提升展区管理质量，解决行业痛点。不仅如

此，伪满皇宫博物院还跨界做起了文创产品，从小

小的书签、挂件，到文创护肤品，每一件文创商品

都让人十分喜欢。“来旅游买点礼品带回去，可以

和亲朋好友做一种分享，这些礼品无论包装还是

设计，都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觉得非常

有纪念意义。”前来参观的游客表示。“我认出来

了，这就是第4集里，凯丽扮演的曲秀贞和白志迪

扮演的马守常，请雷佳音扮演的周秉昆几人吃饭

的地方。”外地游客孙述伟兴奋地说。伪满皇宫博

物院公众服务部工作人员史南介绍，《人世间》剧

组共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选择两个地点进行拍摄，

缉熙楼的场景是去年冬天拍的，而另一处则是博

物院正门保康门外的一侧红墙。

自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

以来，伪满皇宫博物院便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游览

打卡之地。今年春节期间，游客大幅增加，且绝大

部分游客就是来打卡剧中取景地的。“很多游客都

会邀请讲解员进行讲解，以便更好地了解各个景

点的精髓。由此不难看出优秀影视作品的影响力

和对城市文化地标建筑的传播力。”史南说。

未来，伪满皇宫博物院将以新时代文博人应

有的姿态和担当，充分发掘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资

源和魅力，持续创新推出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

品，力争成为国内文博阵营一匹矫健的黑马。

伪满皇宫博物院——

创新业态谱新篇
本报记者 左道 王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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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纪洋）近日，记者从“书香

政协·领读桦甸”启动会上了解到，吉林省全

民阅读协会首次与地方合作，开启书香产业

实验，桦甸市成为首个吉林省全民阅读项目

实验市。

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将桦甸市政协作

为全省政协系统唯一一家先行试点单位，将

协会多年形成的实验项目——家庭读书会

推广工程、全民阅读讲书堂、从一句话到一

本书、解问书院万人计划等，通过在桦甸开

展书香家庭卓越计划、书香校园卓越计划、

书香职工卓越计划，使全民阅读在桦甸落地

生根。

活动主办方将在桦甸市创建全国首家

全民阅读文化产业园区，通过线下和线上论

坛、培训、研学、直播带货等，带动全市生态

旅游、休闲农业、森林康养、住宿餐饮、交通

物流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桦甸主导产业和

特色产品以更高的文化附加值走向全国。

书香产业实验将为桦甸每年带来百万线下

流量和千万级线上流量，以一种全民阅读新

业态的形式，形成共建、共创、共享格局。

书香产业实验项目在桦甸开启

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第十二届中

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各

奖项提名出炉，4类子项共评出22个提名

奖。

我省共有3人获得提名奖，1人由吉林

省曲艺家协会推荐入围，2人由吉林省二

人转艺术家协会推荐入围。

吉林省延边州歌舞团演员崔丽玲凭借

入围作品《五里亭离别》中娴熟深情的演出

获得表演奖提名；

吉林省戏曲剧院演员闫峰凭借在入围

作品《天雷报》中的出色演出获得表演奖提

名；

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演

员彭丽凭借在入围作品《一双千层底》中的

精湛演出获得新人奖提名。本次长治赛区

表演奖和新人奖提名各有7位选手。

截至目前，本届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

赛程过半，在最后一个赛区合肥赛区的比

赛中，由吉林省曲艺家协会推荐的刘文赟

创作并表演的评书《一眼万年》将角逐该赛

区的节目奖提名。

我省3人获牡丹奖提名奖

伪满皇宫博物院缉熙楼。 （资料图片）

《长春日知录》。 （资料图片） 百年蒸汽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张丹）当他们在纷飞的战火中“相遇”，当雪松紧紧

拥抱住小方的时候，现场观众难掩激动的心情，报以热烈的掌声。7

月7日晚，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的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台

资助项目——话剧《消失与重现》，在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下沉雨水

花园上演，演出将持续至7月16日。

话剧《消失与重现》改编自冯雪松著作《寻找方大曾》，由省作家

协会主席金仁顺担任编剧，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陈晓峰

担任导演，主创团队为吉林艺术学院师生。该剧演出采用环境戏剧

的手法，让观众更近距离地走进戏剧人物，从两代记者的视角出发，

展现他们在交错时空中相遇的故事。

据了解，该剧缘起于2018年“寻找方大曾校园行——走进吉林艺

术学院”的演讲，冯雪松与方大曾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师生。方

大曾鲜为人知的生命历程与留存于世的近千张历史底片，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冯雪松先生对方大曾的发现与寻找，不仅是一个记者的职业

素养，更是一个媒体人几十年如一日传递正能量的坚守。方大曾和冯

雪松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还原历史。是不是可以用艺术的形式

将25岁的战地记者方大曾与29岁的央视记者冯雪松的执着精神与家

国情怀让更多的人知晓、让青年学子思考，用戏剧讲一个中国好故事

是项目的最初动议。吉林艺术学院与冯雪松先生进行了反复磋商后，双方约定冯雪松将著作

《寻找方大曾》的话剧使用权独家授权给吉林艺术学院，于是有了这次历时4年多的创作。

陈晓峰告诉记者，话剧《消失与重现》共有4个空间7场戏，观众分两组以不同的视角观

看，每条线的观感不同，一条是跟着雪松走，看他怎样寻找方大曾；另一条是跟着方大曾的灵

魂走，穿越回过去，最后两个人交集在战地。环境戏剧的主要特点是用沉浸式的方式把戏剧

置身于大自然中，墙面、树叶、风等周围环境都跟剧情有关，而不仅仅是把戏从剧场里挪出

来，剧情与表演都要与环境融合到一起才有意义，体验感才更真实。

该剧讲述了1999年盛夏，中央电视台记者雪松接到一份传真，方大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

在他和人们的视野里。笔名“小方”的他是第一位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中国记者。在战

争爆发之初，他以青年人的一腔热血和作为一名记者强烈的使命感，多次不顾安危赴前线拍

摄，用自己的作品让公众看到了历史和战争最真实的景象。可是不久，年仅25岁的小方就消

失了……或许是因为同为记者，或许因为他们同样肩负使命敢于承担，雪松决定，他要寻找方

大曾。这一找，便是20多年。如果没有方大曾，也许当年日军侵华许多史实照片、报道时至今

日仍旧不为人所知；如果没有雪松，年轻的小方可能就会随着滚滚的时间洪流渐渐湮没于历

史大潮和人们的视野，再也不会出现。所幸，方大曾出现过；所幸，雪松从未放弃，当他们在纷

飞的战火中“相遇”，便是他们给予时代最好的答案。

看完话剧，观众谭惠文欣喜地表示：“这部剧给了我很大的惊喜，首先形式新颖，以前看

剧都是在剧场里，而环境戏剧置身于自然环境中，让人耳目一新；其次主题深刻，创作者能够

回归历史还原事件，讲述方大曾与雪松的理想与信念，为他们的精神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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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消失与重现》剧照。 （资料图片）

话剧《消失与重现》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