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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于2021
年11月-2021年12月完成“熊猫与少年”综艺纪录片
的成片制作，并对“熊猫与少年”综艺纪录片的拍摄与
制作服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熊猫与少年”外宣片拍摄制作服务

项目采购
2.最高限价：人民币64万元
3.项目简介：“熊猫与少年”综艺纪录片，每期5—

10分钟，采用互动真人秀类“微综艺”的栏目形式进
行摄制。以外籍少年视角，探寻四川大熊猫文化与本
土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展现大熊猫文化独特魅力，
以及四川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下的新生。（具体要
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二、投标人参加本次公开招标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
(6)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按照规定领取了招标文件。
三、招标文件领取要求：
1.领取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每天上午 9:30-11:30，下午 14:30-17:30
（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12楼B区

3.提交材料：（1）.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应加盖单位公章。
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地点：
截止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10：00（北京时

间）。
递交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12楼B区
投标文件必须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

投标地点。逾期送达或密封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
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投标文件。

五、本次招标公告在四川在线和华西都市报公布
公告时间：2021年11月5日-2021年11月12日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廖女士 李女士
联系方式：
028-86968193 028-86967551

2021年11月8日

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熊猫与少年”外宣片拍摄制作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记者
11月5日获悉，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
纪委用3个举措，抓实干部作风建设。

3 个举措的具体内容，一是健全
监督网络，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镇纪
委着力构建来信、来访、网络举报、电
话举报为一体的举报模式，每个村（社
区）配备一名专职纪检干部、每个村民
小组配备 1 名廉情监督员，打造纵向
覆盖镇、村、社三级的信访举报受理体
系。二是实行全程监督，确保监督无
死角。着重解决监督滞后问题，把镇
村干部八小时以外表现纳入监督范

围，使监督的关口前移，做到镇村干部
的权力行使到哪里、活动延伸到哪里，
对他们的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把事前
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较好地结
合起来。三是深化制度建设，筑牢制
度防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建立健
全理论学习制度，不断提升干部思想
政治素质；制定和完善《大兴镇镇村干
部日常考核制度》，坚持一季度一考
核，动态掌握干部思想、工作、生活状
况，对德表现差、群众意见大、反映问
题比较突出的，由镇纪委及时给予谈
话提醒。

蒲江大兴镇三举措抓实干部作风建设

1992年，美国著名科幻大师尼尔·
斯蒂芬森在其小说《雪崩》中首次描述
了元宇宙。时隔 29 年，元宇宙火了。
最近几天，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
系副教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产
业发展部部长胡娜在线上线下的学习
交流中感受到，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
艺术领域都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元宇宙，
于是她在课堂上与学生聊了聊元宇宙
中戏曲、非遗未来的可能性。

在胡娜看来，“元宇宙”最大的创
新，不仅是技术的研发运用，也并非是
对网文、网游等“传统新业态”的改变，
而是为戏曲、非遗等传统行业在生产、
传播、营销、消费场景及价值实现方面
带来更多可能。原本高度依赖人、依赖
现场空间的文化生产、消费领域，如果
搭上科技快车道，将改变人们原来对于
物我关系的认知。

构建虚拟与现实的通道

当你打开一款手游，走进一家古色
古香的戏楼，想听《牡丹亭》或《梁祝》，还
得额外打赏几百个铜钱或购买团购票，
即便采取了售票模式，游戏中的戏楼依
然人满为患。游戏中火爆的戏曲场景，
让从事戏曲研究的胡娜深受启发。

这就是虚拟现实技术与戏曲的融
合。最初，一提起虚拟现实、数字化，大
家首先会将目光聚焦在产品上。但受疫
情影响，虚拟技术、数字经济的运用已不
仅仅局限于产品，而是经历了从产品生
产、传播，到管理运营思维以至现在的元
宇宙。大家开始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去
思考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方向，以及这种
科技对于当代社会、世界的影响。

胡娜认为，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
元宇宙与此前的虚拟世界、赛博空间相
比，最重要的贡献是构建了一个关联真
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通道，让物理世界
和数字世界实现交互。“虽然元宇宙可
能以技术为支撑，但对于文化产业而
言，它最大的价值不仅是解决技术问
题，而是通过技术研发、运用，改变人们

关于物我关系的认知。”她说。

数字化转型成社会趋势

在胡娜的印象中，数字经济早已不
是新鲜话题。放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都把数字经济提上战略日程。早在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到
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由 2015 年的 8%
达到 15%。数字创意产业成为要重点

培育的5个产值规模达10万亿元级的
新支柱产业之一。

“疫情加速了人们对科技运用的需
求，大家对于科技和文化的结合有了更
深认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社会普遍的
趋势。”胡娜说，联合国将 2021 年设立
为“国际创意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年”，
以体现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互联网为代
表的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在
此背景下，元宇宙的出现并不突兀，反
映的是社会对科技与文化深度结合的
思考。

其实以演出行业为例，科技与技术
的结合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早期舞台上
的声光电，到移动互联网对于传播、营
销方式的改变，再到云上演出、文化大
数据项目的推进实施，如今，许多院团
都在推动数字化转型项目。

元宇宙如果没有基础内容的数字
化和数据化，不可能真正呈现出一个健
康、丰富、完整的生态。在胡娜看来，从
某种意义上而言，元宇宙是一个大集合
的场域，将虚拟与现实进行链接。如果
将网络电影、网游、网文放进元宇宙，可
能轻而易举，其最大的创新应该是对传
统文化业态的改变。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思考

胡娜介绍，全国共有348个地
方剧种，此外还有皮影和木偶，口
传心授是主要的传承方式，其中大
部分剧种都没有自己的艺术档案。

这种完全靠人去发展、传播的
文化艺术行业，如何搬进元宇宙？
胡娜说，首先要对这些戏曲资源进
行数字化、数据化、素材化处理，这

是底层逻辑，在保存梳理的基础上再进
入虚拟世界进行现实和虚拟之间的投
射。在此背景下，科技与文化的关联，
现实和虚拟的投射和相互的映射，是人
们研究元宇宙的思考方向。

采访过程中，胡娜介绍了一个名
为“数字梅兰芳”的项目，这个项目为
京剧大师梅兰芳赋予了一个数字人形
象，复原了梅兰芳的形态、声音甚至面
部表情，可视为戏曲进入元宇宙的一
种尝试。

据了解，“数字梅兰芳”大师复现项
目启动仪式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
来自科技界、文艺界的嘉宾共同见证了
国内首个“高精度京剧数字人”的惊艳
亮相，梅兰芳“孪生数字人”以逼真形态
复现。复原后的26岁梅兰芳在大屏幕
上现身：“距离我上一次登台已过去了
60多年，没想到我们又重逢了，要感谢
科技的进步，期待我们今后的见面有更
多形式。”

此外，非遗的版权保护问题由来已
久，元宇宙的基础技术之一就是区块
链，这一技术对于非遗版权的确权、保
护大有裨益，以NFT（一种应用区块链
技术验证的数字资产）艺术为代表的数
字生态已开始对接非遗，将多方面影响
非遗的生产、传播、消费。例如，传统非
遗消费场景是让传承人在观众面前从
事表演或手工艺制作，观众是被动的，
但在元宇宙中，观众可以自由深度参与
非遗内容的创作、生产，做出一个属于
自己的非遗作品，这对于非遗的情感、
体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基于虚拟和现实的叠加，将
对传统文化产业产生强烈的触动。”胡
娜说，元宇宙除了提供技术支撑，还有
重要的现实与虚拟相互映射的社交属
性，未来非遗或戏曲的消费形态有望在
元宇宙中实现突破。戏曲的消费往往
很重视在场性，简单的演出上云上线往
往不能实现这种在场性，而元宇宙的出
现则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文化与科
技的融合，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的过
程，目前无法预判元宇宙真正什么时候
到来或走向何方，但是“作为文化产业
从业者，我希望大家以开放、创新的心
态面对新的概念，将基础夯实，立足文
化本体的价值属性，真正探索促进行业
的发展和转型。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
展的时代，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元宇宙对于文化
行业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胡娜：

戏曲“触电”元宇宙“梅兰芳”60多年后再登台

时隔60多年，数字化复原的梅兰芳再次登台。

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副
教授胡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