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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记者 毛信慧 朱良城 文/摄

本报讯 春夏之交，轻风吹拂。
21日，在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200
余名风筝大咖齐聚2023年上海城市
业余联赛“新江湾城杯”上海市民风
筝邀请赛。

风筝作为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
项目，集体育、文化，休闲、健身于
一体。今年共有 30 支队伍前来参

赛，其中 10 支来自苏州、无锡、杭州
等长三角地区。本次比赛共设置
龙类风筝、翅类串类风筝、板类串
类风筝、滚地龙类风筝、软体类风
筝、挂件类、双线双人运动风筝芭
蕾赛、四线运动风筝团体芭蕾赛等
8 个比赛项目。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上海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总会，上海市杨浦

区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
办。经过一番比“舞”斗技，最终，杨
浦区新江湾城风筝队获得龙串类、挂
件类、滚地龙类和团体总分第一名，
上海体育学院风筝队获得翅类串类
第一名，上海大同古玩风筝队获得板
类串类第一名，浦东新区潍坊街道风
筝队获得软体类第一名，上海市筝缘
风筝队获得双线双人运动、四线运动
第一名。

“全链式”服务学子实习见习就业
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理工大学主办上海市首个大学生求职能力实训营

■记者 窦雨琪

本报讯 5 月 7 日至 5 月 16 日，上
海理工大学大学生求职能力实训营成
功举办。

这是上海市首个大学生求职能力
实训营，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指导，
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
理工大学主办，杨浦区就促（人才）中
心、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承办。实训营萃取教材中适配上海理
工大学学生群体的核心课程，通过导
师授课+互动交流的形式，开展简历
优化、面试技巧提升、明确求职方向、
了解行业现状等特色化课程。

本次实训营共招募来自不同专

业、不同年级的35位在校大学生。实
训期间，上海市首席职业指导师茅一
君运用案例引出先择业还是先就业的
选项，并通过辩论会的形式让学员系
统化明确就业观。为深入体验如何使
职场表现更得体，市就业服务专家周
敏老师带领学员情景模拟职场环境，
扮演不同职业身份，实践职场礼仪。
在市就业服务专家傅裕栋老师的协助
指导下，学员们明确各部门筹备路演
的工作任务与完成进度，正确认识职
场压力。

实训营还安排学员参访上海哔哩
哔哩科技有限公司，助力了解企业真
实工作环境和运作模式。来自上海理
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的大三学生唐

政告诉记者，通过这些课程发现了自
己先前简历中的问题，并在导师的帮
助下进行了修改。原来自己遇到面试
时会存在紧张、卡壳的情况，经过专项
培训后，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展示我们的求职成果”路演活
动中，学员以小组或小组代表形式上
台展示描述自我情况，企业HR则现
场予以点评。材料与化学学院的大三
学生黄雨霏成功获得了一张求职通关
卡。记者了解到，黄雨霏本次的求职
意向是内容运营岗位，虽然并非新媒
体方向的学生，但因为热爱剪辑视频，
目前在b站已获得了点击量超百万的
成绩。在场面试官表示，“我们很欣赏
这种善于展现自身优势的学生，把个

人经历很好地融入到自己的简介中，
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上海市首个大学生求职能
力实训营，区人社局积极与上海理工
大学对接，落实对高校大学生实习见
习就业“全链式”服务，细致排摸学生
专业及需求，深入了解了实训营 35
名大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
行岗位匹配精准推荐；了解企业用人
需求，挑选区域内 20 家优质企业，重
点推荐杨浦区大学生实习基地和就
业见习基地赴现场开展实习见习专
场洽谈。

5 月 16 日举办的结营仪式暨实
习见习专场洽谈会，为同学们提供展
现前期学习吸收转化应用的平台，同

时展示培训成果及收获，帮助大家深
化课程体验，实现企业与学员零距离
沟通。

据悉，洽谈会前，已有不少企业
对实训营大学生表现出初步意向，在
洽谈会上进一步面试沟通。此次洽
谈会提供对口热招岗位 244 个，实训
营学员现场意向签约率 45.7%，其中
有一位学员同时收到 4 家企业实习
offer，其余部分同学正与企业进行后
续沟通。

结营仪式当天，实训营为学员代
表颁发结业证书、课堂活跃奖、优秀简
历奖、面试达人奖等，鼓励学员将课中
所学运用至求职过程中，获得意向岗
位的青睐。

风筝蹁跹长三角大咖聚杨浦

从学子到企业家，梦想在这里启航

（上接第1版）上海理工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是依托上海理工大学、杨
浦区政府，按照“一园多基地、一体加
两翼”战略规划而创建的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其地处上海市杨浦区滨江中
北段，位于总体规划中的东片高校集
聚区和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滨江功
能带。这里是上海理工大学学子们心
中的创业热土，无数上理人的梦想就
在这里启航。

从“0到1的指导”，到“全方位妥
妥的安全感”

魏杰的创业故事，和上海理工大
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成长历程交融在
同一时间轨道。2006年，当魏杰拿到
人生的“第一桶金”——由上海理工大
学创业基金提供的30万孵化资金时，
上海理工科技园也处在筹备装修中。

“创业头两年，上海理工大学在学校
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间18.5平方米的办公
室。”魏杰感叹道，虽然那时还未真正入
驻上海理工科技园，但科技园已经从工

商注册、税务缴纳等各个流程
给予了自己“从0到1的指导”。

“科技园招商处的负责人像老师一
样指导我们，并且领着我们去办理创业
初期的各种手续。”魏杰说，刚毕业的学
生就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懂，科技园提
供的众创空间，就是为了对上海理工大
学师生的创新创业做好承接和落地，为
初创者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创业服
务。这样细致点滴的服务让刚走出校
园的他感到特别贴心。

2008年，上海理工科技园装修完
工开园，精智也正式搬入，“从18.5平
方米一下子搬进了 80 平方米的办公
室，觉得好宽敞。”回想起那一天，魏杰
的嘴角不自觉上扬。7个工位，1间会
议室，1间储藏室，起步两年的精智在
当时已经是小型企业的规模了。同
时，作为小型创业企业，精智享受到了
科技园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

如今，为了更好地挖掘和培育上
海理工大学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上
海理工科技园建立了“园区+校区”联
动机制，不仅打造精品创业讲座，还成

立了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大学科技园
联盟，为联盟成员单位提供免费办公
空间和孵化服务。

“回望风雨17年，上海理工科技园
给了我全方位的安全感。”魏杰说，公司
从汽车零配件加工到如今的“全球先进
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商”，离不开上海理
工科技园的一路相伴。例如：帮助精智
享受最新退税政策、助力精智获得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称号，做强大
后盾、提供“零距离”服务，协助精智解
决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需求。

“现在虽然租赁脱钩了，但是我们
的注册地一直都在上海理工科技园，
精智和上海理工科技园之间依然保持
频繁互动。”魏杰说，自己心怀感恩，愿
意把公司的一切资源向上海理工科技
园全线打开。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做好先进制
造业的科技引擎

在上海理工科技园，成功的创业
故事遍地都是。截至2022年底，累计
入驻企业 1490 家，其中高校关联学
生、教师创业及合作企业高达 500 家

以上。
上海理工科技园秉持“科技创新

自强自立”的使命，努力“成为有国际
影响力的大学科技园”，坚持“先进制
造业的科技引擎”总体定位，聚焦上海
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以上海理工大学优势学科为
导向，打造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高
端医疗装备、光电仪器、生物医学工程
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园区产业集聚度达70-80%，涌现
出以精智、华之邦、毕得、观合等企业为
代表的一批“小巨人”和“隐形冠军”，带
动唐泽、达琪、优熠、昂林等创业后起之
秀，逐步在科技园及周边形成了“大象
起舞、蚂蚁雄兵”的产业生态。

要服务好这支庞大的创新创业队
伍、做好科技引擎并不容易，用上海理
工科技园总经理李双全的话来说，“我
们是为企业提供服务，不是管理领导
的身份。”为了增进园区和企业，以及
企业相互之间的凝聚力，园区特意在
入门处引入了长海路街道的睦邻中
心，并以此为依托建造了“上海理工科

技园党群服务站”，至今已经设立了
16个党支部，各种党建活动形式丰富
多样，书法、瑜伽等活动十分受园区白
领们的喜爱，也为科技园和企业之间
的对接增添了润滑度。

在魏杰看来，“对上海理工大学有
感情的负责人，才能把上理的基因带
入科技园，才能更好地和园区企业进
行对接。”上海理工科技园总经理李双
全正是上理学子，2022 年，他放弃了
央企的正处级岗位，毅然选择了科技
园的市场化岗位，不仅是受到了母校
的感召，更是带着自己的理想抱负。

“过去的工作经历让我感觉到当下
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是有一些
瓶颈，希望跳出体制的约束，在上海理
工科技园更好地将科技成果转化的工
作做得更实、更符合市场的预期。”李双
全告诉记者，这是他来到这里的使命。

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把研发作为
产业来做，把技术作为商品来做，推动
更多高校科技成果在科技园内孵化转
化……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未来的路，还很广阔。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5月22日，上海财经大学
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在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揭牌成立，首届41位金融硕
士将于今年9月入学。来自国内金融
行业的24家单位分别与滴水湖高级金
融学院签署“政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
协议，持续赋能高质量金融人才培
育，共同助力新兴金融业发展壮大。

作为临港新片区支撑新兴金融、
新型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
础设施，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
融学院选址位于滴水湖金融湾的核
心位置，将遵循“金融+产业+科创”
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设立 ESG 金
融、金融科技、跨境金融、离岸金融等
新项目方向，通过“城市楼宇型”办学
模式，为各类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政府部门等培养具备财经特
长的高质量人才。

据介绍，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
级金融学院是由临港新片区管理委
员会、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临港经济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建设、
国际高水平大学参与合作、隶属于上
海财经大学的采取特殊管理体制的
二级学院。

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人
员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和制度
建设等方面实行独立自主办学，主要
教育形式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
生教育，并提供高端金融培训。

当天，以“构筑新兴金融人才高
地，赋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主题
的学术交流活动举行。

学术交流活动设有四个分会场，
邀请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财经界领
袖、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围绕“全球金
融动荡与金融监管”“绿色金融与可
持续发展”“金融科技与金融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
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挑战与
应对”等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
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为临港滴
水湖金融湾打造新兴金融集聚的新
高地和海内外金融人才首选地积极
建言献策。（主办方供图）

上财滴水湖金融学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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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持续，相互成就始终“在路上”

“小马路派对”打卡点设在口袋公园。 资料图片

据解放日报 上海的小马路，向来
“卧虎藏龙”。而小马路上的烟火气，
归根到底来自生机勃勃的人们。

下午 2 时，步行回家的市民姚丹
被南昌路上一个巨型装置吸引：一整
幢楼变成一张“大嘴”，楼前树上挂满
蓝底白字的路牌，如上海的南昌路、北
京的杨梅竹斜街、杭州的孩儿巷、武汉
的郝梦龄路……“都是这些城市好吃
好玩的小马路，我去过不少。”看到周
围的人在拍照，她也拿出手机摁了几
张，这才发现其中奥秘，“原来这张‘嘴’
是要把这些小马路‘吃’进去啊。”

上周末，小红书在南昌路上办了
一场“小马路派对”，吸引众多周边居
民和年轻人打卡相聚。

逛马路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周
末休闲、放松解压的方式。去年以来，
小红书社区“city walk”这一新兴城市
旅游方式搜索指数增长 5 倍以上，今
年5月“城市漫步”“逛小马路”等相关
笔记，较过去成倍增长。“马路是流动
的城市介质，小店、环境、人，都是附着
在马路上的文化元素。”在不少市民看
来，从不同味道的小马路，可以一窥上
海的城市气质。

巧思：“发现独特的美是
逛街的乐趣之一”

沿着南昌路从茂名南路路口往瑞
金一路路口走，沿途能看到好些美食
店铺出摊，除了南昌路上的店铺，还有
来自襄阳北路、永康路、延平路、乌鲁
木齐路上的知名小店。据小红书社区
部美食运营负责人小鹿介绍，“我们是
先选路再选店，这条路必须好吃又好
逛”。入选的五条马路都有“代表性味
道”，“比如永康路就是咖啡味”。

看似平平无奇的小马路上，年轻
人有发现美和趣味的能力。南昌路
175号隔壁的口袋公园，蔷薇、月季开
得热闹。一面反光哈哈镜吸引着年轻
人排队对镜拍照，镜子反射公园全貌，
夸张变形的脸部在拍摄者看来也很有
趣。这个反光哈哈镜是活动主办方搬
来的，占地面积只有 1/4 平方米。环
顾马路和公园，都被添加了一点元素：
街边座椅放上牌子，邀请大家坐下“打
个饱嗝”，公园一角环形小道贴上两个
箭头，变成吃完运动的“精神跑道”。

“这点巧思把小马路上已有设施
用起来，激发用户去表现和分享。”在
活动设计者看来，让小马路“保持原
态”是一种有智慧的做法，“我们把活
动内容放在原生态的小马路上，就是
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小马路。发现独特
的美是逛街的乐趣之一”。

视障博主马寅青带着导盲犬盖
娅参加这场派对。这是她第一次走
上小马路，但丝毫没有担忧，因为

“内心被好奇心完全占满”。她闻到
街边美食的香气，听到自行车清脆
的铃音，也尝到从没试过的红薯馅
料贝果。有商家看到她，热情介绍
店内陈设和商品，搬出椅子请她休
息；身着运动服跑步经过的居民看
到她，停下来赞扬她的汉服漂亮，询
问“导盲犬能不能摸”。“我挺希望多
到小马路兜一兜，这是上海的特色，
更有烟火气。”

“我们看起来是在推广小马路，其
实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小鹿说，
世界上不缺好吃好逛的小马路，缺少
的是发现的人，“作为互联网社区，我
们就帮助人发生连接”。

探街：“喝杯咖啡，也许
就与历史产生了联结”

因为这场小马路派对，曾在附近
陕西南路工作过两年的吴秋对南昌路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南昌路茂名路路口，红砖墙在这
里转了一个饱满的弧形，墙壁夹角处
开出一家花店。一墙之隔是居民厨
房，滋滋冒出炒菜的声音，两只小猫从
虚掩的门里探头张望。

对面茂名南路151号南昌大楼建
于 1933 年，铁门镂空成朝阳的图案，
一路向上看，黄绿色块相间，尖顶装饰
太阳、闪电、云海等图案，典型的装饰
艺术风格；斜对面的老弄堂淮海坊，有
典型的弄堂格局，外墙、顶部又带着欧
洲建筑细节，折射文化交融的风貌，曾
是巴金、徐悲鸿、竺可桢等人的寓所。

“以前上下班偶尔经过，行色匆匆
来不及细看。”吴秋虽然知道路口转角
处藏着一尊泰戈尔雕像，但在这场派
对上才听周围居民说，雕像是2010年
中印建交 60 周年时印度赠送给上海
的，安放的位置靠近徐志摩和陆小曼
曾经位于南昌路136弄的寓所。“这是
上海小马路的魔力，一开始走在这里
会觉得很美很有风情；再深入了解才
发现背后有那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
蕴，再经过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国内少见的“探街”博主“虞氏小
女探街”虞海琴，有多年商业地产从业
经历。她从三个层面阅读南昌路：两
端连接环贸iapm和TX淮海这样的商
业地标；交会茂名路、陕西路，毗邻淮
海路，形成独有街区生态；遍布的“红
色足迹”让这里有了厚重的历史人文
风貌。“南昌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在周边整体审美提升，品牌、商铺更新

后渐渐显露出风格的。”
安福路、武康路上蜂拥而至的人

群，未必知道自己打卡的某幢漂亮建
筑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虞海琴感慨
自己走访研究后才发现小马路的个
性，“每个街区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值
得展示”。在她看来，一杯咖啡、一种
美食，是个“引子”，用一种轻松、不需
要太高成本的方式展现街区特色。“当
我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也许泰戈
尔、巴金也来过，也在这里喝过一杯咖
啡，我们就与历史产生了某种不可思
议的联结。”

迭代：“烟火气是融入街
区和生活的精神交流”

周五下午3时30分，骑车接孩子
放学的爷叔路过小马路派对现场，忍
不住停下来兑换一杯咖啡；买菜归来
的白发阿姨，看见家门口的装置，也拿
出手机拍起照片……时髦的打卡青年
与寻常工作生活的居民，共同构成上
海小马路的多面。

设 计 师 品 牌 珀 琅 汐
（PRONOUNCE）将体验空间开在巨
鹿路 502 号，旁边就是小区入口。走
进这个在社交媒体上以“先锋”闻名的
品牌空间，挂出的服饰不算多，却有种
家的感受：中古家居用品打造出客厅，
主理人收藏的书籍就摆在架子上，顶
楼干脆按这类建筑的经典功能，设计
成卧室。

品牌的社交媒体上同样少见自家
产品美图，分享的是居民晾出的绿色

大花毛毯、阴雨天路过的外卖小哥、支
起小桌打牌的隔壁爷叔，还有来串门
时试穿品牌服装的81岁邻居杨奶奶。

拥抱小马路的不仅是小众品牌。
去年，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联手
愚园路上的愚园百货公司，开出一间
限时店铺；高田贤三（KENZO）则在
安福路开出一家“限时花园”……

“与过去走进购物中心目的明确
的消费相比，如今许多消费是发生在
无目的‘逛’的过程中。”在一些业内人
士看来，当整齐划一的购物中心渐渐
让人们失去新鲜感时，越来越多品牌
开始注重在地文化，向生活场景延
伸。许多品牌探索呈现自己推崇的生
活方式，像一个“很酷的邻居”影响和
吸引周围的人来做客交流，越来越多
的街区则基于自身历史和个性，被打
造成定位明确的城市名片。“烟火气不
一定只有柴米油盐，也是融入街区和
生活的精神交流。”

平衡：“街区、品牌、顾客
是相互选择的”

小马路兴起离不开政府的倾力打
造，政府该管到什么程度？

虞海琴把街区商业发展分为三个
阶段：早期开发商将底层商铺全部出
售，由业主自行出租，业态纷繁；上海
比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相关部门介
入提升环境或引入街区运营商整体运
营；如今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将体验
空间开进街区。“比如自行车骑行品牌
RE而意，一开始开在北外滩来福士、

前滩太古里这样的商业中心，第三家
店开到了五原路。”

在她看来，品牌需要独立的空间
打造自己完整的形象，小马路进入他
们的视野。相比过去街头“夫妻老婆
店”，这些品牌有资金和审美专业的设
计团队。例如安福路上的三顿半咖啡
线下首店，选择裸筑更新建筑事务所；
对面的话梅坊，找到AIM恺慕建筑设
计。“政府的介入是一部分原因，商业
的力量更重要。”

不过，一些兴致勃勃前来参加派
对的居民也担心，一旦街区成了“网
红”，会像如今的安福路、武康路那样
失去安静，“小马路的开发要和民生需
求平衡”。

吴秋曾在陕西南路、长乐路、绍兴
路等地工作，住过建国西路和常熟路，
见证过许多小马路的起起落落。“品牌
选择街区，是因为与这里的文化气息
契合。一旦街区变成网红，打卡族纷
至沓来，真正的目标客户反而不愿来
了，长此以往品牌只能搬走。”在她看
来，政府需要创新治理方法，维持街区
可持续发展：“街区、品牌、顾客是相互
选择相互成就的。”

走在南昌路上，自媒体“什么值得
吃”创始人马达注意到一家鲜亮绿色
打底的咖啡店，虞海琴则要去 226 号
的新华书店·逆光 226 非视觉文化书
店看看——这是上海首家临街残疾人
书店。“街道愿意将这样的核心地段拿
出来，展现的是城市的人文关怀，也是
这条小马路的文化底蕴。” ■简工博

据文汇报 记录即有光。曾经小
众的纪录片已然走入大众视野，频繁
引爆热门话题。过去一年里，约1.6亿
用户在B站看纪录片，累计观看时长
达1.88亿小时，其中重度用户人均季
度观看25－27部纪录片。日前，哔哩
哔哩（以下简称“B站”）在上海举办第
二届纪录片发布会，发布了36部纪录
片作品片单，《但是，还有书籍》《人生
一串》《历史那些事》等高口碑IP的续
作将陆续登场，《中国救护》《文物守护
人》《看星星的人》《了不起的实验室》
等 新 作 也 将 一 一 亮 相 ，还 有 与
Discovery、BBC Studios等海外纪录片
厂牌合作的巨制《单挑荒野》《亘古文
明》等，题材涵盖美食、自然、医疗、科
技、历史、文保等众多领域。

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
站“出圈”，到推出《小小少年》《人生一
串》等口碑作品，B站近年来累计出品
了122部作品，播出了4718部纪录片
剧集，是国内最大的纪录片观看平台
以及出品方。去B站看纪录片，在弹
幕、评论区互动，已经成为纪录片观众
的日常习惯。“如果说B站是短视频海

洋，那么 UP 主和用户就像水手与船
客，而优质内容是灯塔，散发着光，指
引着目标和方向。”哔哩哔哩副董事长
兼COO李旎透露，B站将发起“探照
灯计划”和“恒星计划”，持续打造优质
纪录片内容，挖掘更多创作产能与新
颖题材。“纪录片不能被流量裹挟，创
作者应追求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品
类和内容呈现。”

为一地、一物、一事、一
人升华人文价值

淄博烧烤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2021年，纪录片《人生一串》就曾关注
到淄博烧烤，片中显现的人文属性被
淄博政府注意到，决定将其打造为城
市的文化名片。《人生一串》系列作为
纪录片美食垂类中的标杆性作品，前
三季在B站播放量累计达到5.3亿，豆
瓣评分均分超过8.6分。如今，《人生
一串4》正蓄势待发。“好的纪录片，能
够为一地、一物、一事、一人升华社会
价值和人文价值，这是纪录片巨大的
商业价值的空间。”李旎说。

文字在纸张上渐渐铺展，随之而

来的无边无际的想象。《但是，还有书
籍》系列串联起当代图书的“奇幻漂
流”，是首部获得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
片奖的网生纪录片作品。该片已公布
新一季计划，导演罗颖鸾表示，《但是，
还有书籍 3》将增加科幻、科普、人类
学田野调查等相关主题。

在烟火气中发掘人文价值，优秀
的网生纪录片善于运用年轻化呈现方
式讲好中国故事。在发布会上同样引
起关注的，还有B站公布的一批多元
化、新颖题材的新作品。《我们的国家
公园》是国内首部聚焦五大国家公园
的纪录片，由《众神之地》的原版团队
打造；《中国救护》以24小时纪实跟拍
的方式展现医院急救现场的工作；《文
物守护人》讲述文保工作者对不可移
动文物的悉心照料和修复；《看星星的
人》聚焦天文领域，讲述天文工作者的
真实日常。

除此之外，B 站与 BBC Studios、
Discovery、Disney 等海外厂牌的合作
在持续深入，《单挑荒野》《非凡动物旅
程》（暂译名）《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挑
战极限》等海外纪录片都将在B站上

线。与此同时，B站还积极推进国产
纪录片出海。截至今年 3 月，B 站有
20 部、195 集纪录片发行至全球上百
个国家和区域。

真实穿越时间，给人提
供认知世界的渠道

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纪录片
的真实价值和情绪价值，将为人们带
来希望和信心。据介绍，B站纪录片
用户大体可分为三类——重度用户、
兴趣用户与泛用户。其中，重度用户
大部分是25岁以上的职业人群，他们
将纪录片视为“社交货币”，平均每三
天会观看一部纪录片。“真实让纪录片
穿越时间，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提供认
知世界的渠道。”B站纪录片总监制张
元表示，只要有好的故事，纪录片能撬
动更大的市场。基于此，B站将丰富
纪录片内容供给，坚持内容精品化与
IP化，同时探索纪录片更多的商业化
可能。

2021 年，B 站举办了首届纪录片
发布会，提出纪录片是知识领域的头
部内容；时隔一年半，纪录片已经是B

站除动画内容之外的第二大专业内容
品类。用户、UP主、内容在B站构成
了生态循环，用户激励着创作者成长，
创作出更优质的内容，而更优质的内
容吸引来更多用户。

未来，B 站将持续打造深度、有
价值的纪录片内容，深度挖掘行业
新产能、新题材。据 B 站 OGV 事业
部总经理徐蓓介绍，“探照灯计划”
是针对纪实内容的提案征集计划，
开通公开提案渠道，举办季度性提
案会，筛选优质选题，寻找纪实人
才，与纪录片爱好者、纪实类内容创
作者和专业从业者共同成长，共创
优质纪录片方案。

通过“恒星计划”，B站将与国内外
各类专业机构合作，挖掘多元创新题
材，打造以专业性、深度性为核心的纪
录片内容。记者获悉，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山西
省文物局、龙门石窟研究院、清华大学
天文技术中心等机构已与B站签约合
作，推出《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是
坏情绪啊，没关系》《守护龙门》《了不
起的实验室》等多部纪录片。 ■宣晶

如何在“短视频海洋”打造“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