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文化
电话：（0431）88600592 2025年4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 吕冬雪

建筑可阅读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

网络视听大会在四川成

都举办。展区内，一块

实时跳动着虎豹影像的

大屏前，参观者们纷纷

驻足。这是由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建设

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以

及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

播项目，作为中国广电

集团参展的亮点内容在

展区重点推介展现，也

是一个正在改写全球濒

危物种保护历史的中国

方案。

700MHz 频段织
就“生命天网”

“我们在园区内布设

了3万台红外触发相机，

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 2

台。”负责人指着屏幕上

闪烁的光点说，“这些相

机通过 700MHz 网络实时

回传数据，就像给整片

森 林 装 上 了‘ 神 经 末

梢’。”

据介绍，由吉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为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量身定制的

“感知+互联+智慧”“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

依托中国广电 700MHz 黄

金频段，结合卫星遥感

影像、巡航无人机、近 3

万台野保相机构建了一

张覆盖 1.4 万平方公里

的“生命天网”，实现了

从传统的人工巡防到智

能 化 管 理 的 历 史 性 跨

越，成为世界首个科技

赋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的解决方案，也为世界

濒危旗舰动物保护树立

了旗帜性典范。

数据显示 ，系统运

行以来已累计储存有效

视频 1500 余万条，其中

东北虎影像2.6万次，东

北豹影像3.4万次，其他

野生动物 100 多万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

过物种自动识别、旗舰

物种个体识别、数据关

联挖掘等人工智能算法

模型，该系统能将虎豹

个体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90%以上。

在展区的另一侧，一组对比图生动展示着保

护成果：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之初，园区内仅监测

到 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如今，这两个数字

已分别增长至 70只和 80只左右，活动范围覆盖

80%的园区面积。

从科技保护到文化传播

作为我省首个垂直领域国际传播机构，东北

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自今年 1月正式运营以

来，正将监测数据转化为文化传播的“金矿”。据

吉视传媒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已在 Facebook、

Ins、YouTube、VK 等国际新媒体平台及抖音、快

手、视频号等国内新媒体平台设立近 20个自有

账号及合作账号，构建国际化传播矩阵，播放“云

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慢直播、野生动物短视频

等特色内容。

“我们制作的‘狐假虎威’短视频火爆全

网，单条播放量突破 1600 万次。”现场工作人员

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说，“截至目前，我们累计在

国内外新媒体平台发布视频 1700 余条，国内

外总播放量已达 2600 万次，这个数字还在持

续增长。”

打造全球保护新范式

“这套系统最大的突破，是把被动保护变成

了主动守护。”吉视传媒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的

人工巡护方式每月只能覆盖极小一部分园区，而

现在可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测。

此外，该系统的多物种监测功能也让除了虎

豹外的梅花鹿、野猪等数十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轨

迹得到记录，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

数据。

前来观展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将广电技术

深度应用于生态保护的典型案例，为其他国家提

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从虎豹保护到生态文明的全球叙事

据了解，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将继续

发挥技术与内容优势，实施“技术赋能·内容创

新·全球协作”三位一体战略，通过开展国际传

播、文艺创作、生态保护宣传、跨国交流、科研论

坛等活动，形成“技术+艺术+媒体”的深度融合，

全力打造东北虎豹文化品牌形象，并通过开发多

语言版本的传播内容，让中国生态保护的故事走

向世界。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可爱‘大猫’，更要

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吉视传媒

相关负责人说，“这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文

化传播者的使命。”

在展会现场，一块电子屏上实时显示着一只

东北虎正悠闲地穿过监测区域。这一幕，恰是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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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当《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

2》）票房“一路狂飙”突破155亿元，中国动画工

业体系完成了一次震撼世界的硬核跃迁——从

技术攻坚到文化转译，从138家制作公司的协

同到4000余名创作者的接力，每一步都印证着

国产动画工业化进程的成熟蜕变。

在这幅宏大的行业图景中，一支来自吉林

动画学院（简称“吉动”）的人才队伍尤为亮眼：

逾600名吉动毕业生深度参与影片全流程制

作，从分镜设计到特效渲染，从项目管理到视觉

开发，他们的身影活跃于产业链的全维度节

点。透过这些吉动学子的鲜活实践，一所高校

如何以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答

案清晰浮现。

全产业链人才矩阵

以产业需求锚定教育坐标

在《哪吒2》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中，吉动毕

业生构建起贯穿全流程的复合型人才矩阵——

2006届毕业生、蓝海彤翔集团副总裁陈旭

率团队完成史诗级场景“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

的云渲染，单镜头渲染时长突破800小时，粒子

特效数量达百亿量级；

2005届毕业生、腾讯天美L1工作室分镜导

演于淼凭借在校习得的二维动画技艺与跨领域

协作思维，精准设计哪吒、敖丙等角色的高光分

镜段落；

2018届毕业生、苏州横竖横动漫角色特效

主管杨惠雅将校企联合项目经验转化为工业化

流程管控能力，通过动态资源调配实现品质与

效率双保障；

2022届毕业生、上海红鲤文化视觉开发师

梁俊鹏和万安炫参与了龙宫场景及重要角色材

质制作，特别是在优化敖闰等角色鳞片质感与

美甲细节中，充分展现了吉动“流程经验积累+

跨部门沟通能力”培养成果；

2012届毕业生、苏州红鲸影视项目管理部

负责人于志新在《哪吒2》项目中担任制片经

理，得益于在母校读书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她

将美术开发、建模、动画、特效、灯光渲染合成等

全流程融会贯通，使得她能在横跨百余家公司

的协作网络中游刃有余……

从教育链精准对接产业链，吉林动画学院

以人才矩阵打通动画工业任督二脉，让“学院

派”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

创新基因觉醒

科技与艺术的共生进化

吉动人在《哪吒2》中的突破性贡献，折射

出该校“科技+艺术”战略的前瞻性——

2021届毕业生、上海红鲤文化灯光渲染师

李永蕊运用在校期间三维等课程习得的知识，

完成了白玉台、大决战场次及“海妖飞向裂缝”

等复杂场景的光影叙事重构；

2021届毕业生、光线传媒角色特效师于秀

泽利用求学期间对Houdini、maya等软件的学

习实践，以及通过校招提前进入动画电影公司

的实习机会，出色完成了片中布料动态、毛发动

态制作以及角色的毛发造型工作，涵盖风吹细

微效果、大幅动作表现及角色与场景交互的复

杂需求；

2020届毕业生、光线传媒平面设计师马宇航

将吉动“文化转译”理论应用于电影海报设计，让

传统美学在新视觉解读中碰撞出破圈传播力；

2018届毕业生、MoreVFX合成师毕禹通过

光影解构与氛围强化，达成艺术表达与技术指

标的完美平衡；

2018 届毕业生、云梦视界影视 CEO 范鹏

博率领团队突破哪吒与敖丙海边大战场景

合成时海浪与角色动作等技术壁垒，正源

于他在校期间对动画原理和软件操作的深

耕，拓宽了行业视野，生动演绎了吉动双

轨育人模式对电影工业级视效标准的支撑

力……

科技与艺术如双螺旋般交织共进，激活创

新基因密码，吉动“教学—研发—产业”的良性

循环重塑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图景。

《哪吒2》的全球成功，既是中国动画工业

成熟度的里程碑，更是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共

振的实证。

从“学研产”到“产学研用”的螺旋升级，从

单一技能传授到新质生产力孵化，吉林动画学

院用24年探索证明：真正的教育创新，在于让

每个教学环节都承载产业基因，让每次技术突

破都蕴含美学追求，让人才能量密度匹配行业

跃迁速度。

正如哪吒以混元珠重塑筋骨，吉动正以教

育创新重构中国动画的人才基因——这或许比

任何票房数字都更接近中国动画“我命由我不

由天”的精神内核。

600余名吉动学子匠心托举《哪吒2》——

“产学研一体化”锻造中国动画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马璐

吉林动画学院教学实践现场。 （吉林动画学院供图）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及海外票房）破 155 亿
元海报。 （资料图片） 吉林动画学院教学实践现场。 （吉林动画学院供图）

“我印象中的丰乐剧场旧址就是春城剧

场，是我21年的‘老邻居’。遥想当年，我们

这些小孩子还是春城剧场的免费常客，电影

院的关师傅经常放我们这些胡同里的孩子进

去看电影，《狮王争霸》这部影片我就看了不

下3遍。如今，春城剧场要重新修缮了，我的

内心是十分期待和憧憬的。”

“小时候在长春市北安路小学读书，学校

经常包场在这里看电影。现在经过这里，还

是挺怀念青春岁月的……非常期待这座建筑

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就要

正式开街运营，如果重庆路也能升级，加入历

史建筑元素，必将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提升

重庆路商圈的商业价值和人气魅力。作为土

生土长的长春人，很期待长春的文化新业

态！”

去年年底，长春市春城剧场项目修缮改

造加固设计招标公告一经发布，就掀起了众

多市民、群众的热烈讨论。这栋有着近90年

历史的老建筑，承载着太多人的宝贵记忆。

时光追溯至1935年，日本商人修建的丰

乐剧场正式开业，这是一座仿欧洲中世纪风

格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3800

平方米。内部设有五层包厢、丝绒帷幕、五彩

玻璃门窗，舞台两侧设有花道，通往观众席，

作为演员上下场用。剧场设备精良，观众厅

内共有固定座椅1124个，其中楼座392个，池

座732个。配有两台当时最先进的辛普莱克

斯牌放映机，另外还有暖气设备、小型茶座

等。在这里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观赏戏剧

表演。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丰乐剧场

也陷入了沉寂。1946年丰乐剧场由国民党军

队接管，更名为重庆大戏院。1948年长春解

放后改名胜利电影院。1958 年改名春城剧

场，建筑基本维持原貌。

2002年 7月 16日，丰乐剧场旧址被长春

市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5月9日，

丰乐剧场被长春市政府列入长春首批保护历

史建筑名录，成为首批被保护的99处历史建

筑之一。

今年 2月份，长春丰乐剧场后加装饰拆

除项目正式启动。据介绍，长春丰乐剧场后

加装饰拆除项目将分为几个阶段进行，包括

拆除室内附加物、外围商铺的拆除以及后续

的修缮工作等。目前，项目正处于拆除阶段，

预计4月中旬后进入整体修缮阶段。在拆除

和修缮工作中将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保

留建筑的历史风貌，并融入现代工艺技术，以

确保剧场的历史传承和现代文化功能更好地

结合。

细心的长春市民已经发现，丰乐剧场旧

址周围原本的普通围挡已经更换上美观、大

气的工程效果图。随着脚手架的逐渐搭起，

这座跨越近一个世纪的老建筑正经历着时光

的蜕变。当围挡拆除落下之时，展现在市民

面前的将是一段城市文化记忆的崭新传承。

丰乐剧场旧址：揽时光入怀 展蜕变新姿
本报记者 纪洋

丰乐剧场旧址 杨倩 /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