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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成都》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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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 10 月引进职业经理人
团队，着手布局“文旅+影视”新赛道
以来，成都文旅集团凭借《一路唱响》

《开播情景喜剧》《冰球少年》《您好岳
父大人》等 10 余部影视综艺作品的策
划出品，以及“影游联动”新模式的探
索，快速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北京师
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专家学者纷
纷关注。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期
间，国家广电总局还组织专家对成都

文旅集团相关探索进行调研。在四川
省广播电视局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
下，成都文旅集团还携手阿里大文娱
策划了“中国故事村”项目。此次联合
中国航天旗下神舟传媒联合出品电视
剧《苍穹以北》，并通过一部影视剧延
展出线下巡展、特色文创品、主题公
园，形成“四轮驱动”效应，这样的“影
游联动”思路和做法，在国内还是第一
次，获得了中国航天等有关方面的高

度重视和支持。
赵斌表示，影视剧、线下巡展、特

色文创品、主题公园的“四轮驱动”发
展思路正在从“规划图”变为“施工
图”。目前，主题巡展的开幕展已于今
年 2 月底在北京国博开展。离京后的
首场巡展已经确定为成都，目前正在
选址。以“太空熊猫”为形象的 IP 打
造也在进行中，系列特色文创品正在
设计研发。主题公园也正在调研策

划，选址将充分考虑相关产业联动和
消费新场景结合。

据悉，第十三届中国卫星导航年
会拟于 4 月 27 日在京召开，其间将举
办首届“北斗文化产业论坛”，通过

“文斗+”的产业跨界融合探索文化产
业的创新空间。成都文旅集团在通
过“文旅+影视”新赛道的打造，为中
国航天科学普及和国防教育开启了
走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新思路。为
此，主办方在此次高峰论坛上开辟特
别环节，邀请成都文旅集团分享做法
经验，这也是文旅企业首次受邀参加
年会。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鲁 余力

第八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

成都文旅携手中国航天
一部影视剧延展出一幅融合发展新画卷

4月24日，我们迎来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一幅充满科技含量和
生动趣味，让太空和大地紧密相连，文旅和航天融合发展的产业新画卷，悄
然在成都徐徐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幅新画卷竟然是从一部“四川故事”

影视剧延展开的。通过对这部题为《苍穹以北》的电视剧联合策划、联合出
品，成都文旅集团深入发掘自身资源和成都优势，携手中国航天有关方面着
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文旅+航天”高位布局、四轮驱动：一部
反映北斗组网奋斗历程的电视剧《苍穹以北》，一系列以“太空熊猫”为特色的
文创品，一个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周年”为内容的巡回展，一座以航天为
核心元素的主题公园⋯⋯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
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
福人类的序幕。

2016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将每年 4 月 24 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旨在宣传中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一贯
宗旨，大力弘扬航天精神，科学普及航天
知识，激发全民族探索创新热情，唱响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
天强国”的主旋律，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
梦的强大力量。

2020年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标志着自1994年
启动，历时26 年奋斗的北斗工程取得决
战决胜，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
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这是我国
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让中国创新闪耀苍穹，服务全球，激扬起
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
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
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
施。北斗系统自提供服务以来，已在交
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
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产
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北斗系统的缔造，离不开背后数以
万计的科研人员的钻研与探索。从几十
人的项目小组，到后来30万人的团队；从
最初北斗一号的两颗、三颗、四颗卫星，
到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覆盖全球星座，曾
经的年轻人60后、70后们，已渐生华发。
如今，80后、90后们已经挑起了大梁⋯⋯

值得一提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承担了北斗发射的主要任务，位于成都
的航天七院、电子十所等是北斗成功组
网，以及正在进行的载人航天工程的“智
能管家团”，“成都智造”正在为中国航天
建设贡献科技力量，相关产业在成都生
根落地蓬勃发展，“北斗星”下的成都“智
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的重要成果。因此，讲述北斗工程奋
斗历程的电视剧《苍穹以北》把中国主
题、四川故事、成都元素贯穿了始终。

“目前电视剧《苍穹以北》正在紧锣
密鼓筹备，计划今年下半年开机。”该剧
出品方负责人、成都文旅集团兴文投资
总经理赵斌表示，《苍穹以北》从策划开
始便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支持，国
家广电总局已将该剧列为国家重点影视
项目予以指导。成都、西昌均会作为重
要场景出现在剧中，尤其成都在“智慧城
市”建设的成果会成为全剧的精彩亮点；

“成都人”也会成为主要角色，通过这些
“成都人”巧妙将成都城市文化、发展成
就，以及勇于创新、热情好客、积极上进
的成都人性格、成都城市魅力植入其中。

“北斗星”背后的四川故事成都元素
缘起

“影游联动”新赛道引来跨界发展新思路
布局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全民阅读活动，习近平总书记身体
力行和率先垂范，成为倡导全民阅读的
榜样力量，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成都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承担
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作为思想舆论主阵
地，推动全民阅读具有先天优势，也是
主流媒体的光荣职责。从去年 10 月 29
日起，《夜读成都》音频栏目在成都日报
锦观新闻客户端、喜马拉雅频道“锦观·
夜读成都”正式上线，发稿近百期，取得
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读
成都，观世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
新星”活动开启后，得到专业协会、市民群众、
各中小学校、书店等大力支持，社会反响热
烈，掀起诵读热潮。活动共收到来自成都 15
个区(市)县及德阳市、阿坝州的1000余件参赛
作品。同时举办了5场线下分享会，四川省作
协副主席蒋蓝，著名主持人周东、陈岳等作为
活动嘉宾，到场与读者分享阅读体验。

读成都 观世界 长“阅”历
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新星活动圆满收官

成都书香伴随春风而至，诵读声飘满锦
官城。4月22日下午，在成都市新闻出版局、
成都传媒集团的指导下，成都日报社推出的

“读成都，观世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
朗读新星”颁奖典礼在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举行，带领读者一起感受朗读之美，共同见证
朗读者的魅力。现场，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
著名作家蒋蓝，朗诵名家贾建立、董凡，书店
主理人等齐聚一堂，分享阅读心得。市委宣
传部、成都传媒集团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为

“最美朗读新星”“最美朗读者”获奖者颁奖。

4 月 22 日上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
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曹文轩现身“读成都，观世界——寻找最美朗读
者、最美朗读新星”特别场活动。本场活动以“推开
写作之门”为主题，现场曹文轩对话成都七中育才
水井坊校区学子，畅谈阅读与写作的技巧。活动
后，曹文轩接受了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专访。

记者：今天分享会的主题是“推开写作之门”，
在您看来，阅读和写作有怎样的关系呢？

曹文轩：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只是阅读的
一个结果。只有阅读才能解决真正的写作问题，我
可以告诉孩子们一些写作方法，可是这些方法如何
实施，更多的是要凭借个人的知识储备，也就是说
你要用你的知识储备去理解这些方法。所以还是
要多阅读，有多少知识，才有多少生活；有多少知
识，才有多少故事。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朗读对于阅读推广，培养
青少年阅读兴趣的作用呢？

曹文轩：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文字的力量和
声音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今天在活动现场，有几名
孩子朗读我的文章，读出来的感觉和当时写的感觉
截然不同，这其中的力量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具备
的。我还记得多年前在深圳的一个学校，有一名小
男孩儿朗读我的作品，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如

此感动过。我的女儿是一名小学老师，
我常对她说：“如果班里有不喜欢

看书的小朋友，你不妨成为一个
朗读者，用声音抓住他。”

记者：成都日报正在举
办“读成都，观世界——寻
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
新星”活动，您觉得这次
活动有何意义呢？

曹文轩：我刚才提到
了，声音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这次活动的举办可以让很多人
都来朗读自己喜爱的作品，推进

全民阅读，可以说相当有意义。

名家分享阅读心得
在评选出的“最美朗读者”中，

不仅有热爱朗读的大学生、厨师等
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有从事朗诵
相关职业的专业人士。文化传媒行
业从业者赵璐琪凭借朗读《清淡蔬
菜有绝活》获得“最美朗读者”称
号。赵璐琪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朗
诵积极分子”。对于赵璐琪而言，朗
诵在她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当我在看了很多书、读了很多
文章后，自身的文化素养在不知不
觉间提高了，眼界也随之拓宽了，可
以说朗诵带我开启了更加精彩的人
生。”赵璐琪说。

11 岁的黄诗可来自成都市实验小学六
年级二班。她凭借朗读《温暖从何而来》被
评为“最美朗读新星”。黄诗可告诉记者，在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便开始学习语言艺术
表演，一学就是 5 年。“其实在我读幼儿园的
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绘本，在阅读的时候，
我还会用朗读的方式对绘本中的角色进行
演绎。”那时候，在黄诗可的心中便埋下了一
颗关于朗读的种子。从诗歌散文、经典名著
到文学小说⋯⋯在朗读方面，黄诗可喜欢的
文学体裁很广泛，同时非常舍得下功夫。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刘鲁 余力 吴雅婷 泽登旺姆 卢星宇
实习记者 王茹懿

摄影 朱大勇 刘钊 魏麟潇

曹文轩现身“读成都，观世界”活动

声音拥有强大的力量

获奖者来自各行各业 共举办

5场线下分享会

“熏香的风，在望江楼靠岸。远行
的船，扬起记忆的帆⋯⋯”颁奖典礼在
朗读新星张皓然充满稚嫩童声的诵读
声中开场，沉浸式的诵读让人感受到成
都诗情荡漾的城市氛围。

成都日报有关负责同志在致辞中
表示，时代呼唤创新，阅读丰富生活，夜
读正成为现代都市人安顿身心的优雅
选择。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夜读成都》
栏目开启了“读成都，观世界——寻找
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新星”的寻声之
旅，以党报绵薄之力，提倡“在声音中寻
觅经典，在经典中遇见成都，在成都阅

读世界”，尽力为华光璀璨的成都之夜增添一
抹厚重的文化底色，为锦观新闻的广大用户
提供一方休憩的精神家园，助力书香成都建
设和天府文化传播。

“我想给大家说，要多读书、读好书、会读
书。”“80 后”读书人袁庭栋老先生分享说，如
何“会读书”，就要会朗诵。能读就是理解，读
一次比看一次更增加记忆力，能读就是理解，
朗读也可以用四川话。

蒋蓝寄语道，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应该在
阅读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那些在纸上所
读到的东西。

名家带领读者一起感受朗读之美名家带领读者一起感受朗读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