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风口之后，泛媒体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可能是什么？”“新闻APP会不会消亡？下
一种媒介形态会是什么？”……
11月15日下午，东安湖畔，清风拂荡阳光灿烂，2023智媒科技龙门阵在成都东安湖知

北营地举行，一场紧张刺激的“烧脑游戏”——小组抢答引起了全场高潮，现场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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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采用抢答方式，当主持人念完
问题，倒数三、二、一，开始抢答后，封面
新闻客户端的H5页面上会出现问题和

“抢答按钮”。如果拼手速抢到题目并
完成题目，答对者和所在的队伍就会获
得积分。现场没有参与答题的观众如
果觉得这个答题者回答得不错，可以在
H5页面上为他点赞，每个点赞数会影
响到各个队伍的最终积分。

出题广博有趣，审题运筹帷幄，答
题一气呵成，抢题分秒必争……随着主
持人宣布竞赛开始，紧张刺激的小组抢
答环节拉开帷幕，8支队伍的参赛者紧
盯手机屏幕，手速飞快，积极互动抢答。

题目内容以智媒科技为主，包括行
业风口、大模型应用、人才培育、虚假信
息、媒介心态等10个问题。这些问题
以小见大、覆盖面广又相互联系，答题
者给出的答案或精炼、或专业、或有趣，
让大家对智媒科技有了新的认识和思

考，现场不时引起阵阵掌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小组抢答环节

的10个问题中，“新闻APP会不会消
亡？下一种媒介形态会是什么？”的回

答获得了很高的点赞。
该问题由参赛选手汤代禄抢答成

功。他认为，技术的创新将带来一些媒
介形态的变革或者变更。就目前来看，

至少在近几年，新闻 APP 还不会消
亡。如果要放在更长的时间阶段，其是
否会消亡则很难预知。从历史的更迭
来看，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更迭，所以说
媒介形态的变迁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
的驱动，当然在可见的这几年里，新闻
APP还是有生命力的。

“这种小组抢答形式非常有趣，一
方面极大调动了大家参与的兴趣，气氛
非常好，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也让我们
对提出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获奖
参赛选手刘女士表示。从事媒体行业
的陈先生虽然没有获奖，但他在此轮环
节依然受益匪浅，“我对‘人工智能应该
以何种角色、何种方式来参与媒体的智
能化升级’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既有深
度又贴合当下热点，参赛选手的回答也
让我思维大开，非常有前瞻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马梦飞车家竹

泛媒体行业下个风口在哪、新闻APP会不会消亡……

答案都在这场“智媒科技龙门阵”里

11月15日，2023智媒科技龙门阵在成都举行。马梦飞 摄

AIGC技术在提升内容生产效率
的同时也存在着传播虚假信息的风险，
内容风控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在11月15日举行的2023智媒科
技龙门阵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
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融媒体创新团队负
责人孙锦铭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说，数据
的安全问题和导向性的问题是关键。

央视的AIGC技术经过几代更迭
后，进入到大模型时代以及3.0时代。

“近年来，我们对国内外20家大模型的
价值观评测，获得了一些成果，在风险
风控方面也提到了一些内容。”孙锦铭
说，首先在价值观方面，大模型的训练
可以控制好数据隐私的内容，尤其在人
脸识别上有较高应用。

第二是内容方面，数据要安全可
控。从应用层面来讲主要是行业的自
律，包括生产商，以及媒体单位在制作
时。“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关于乒乓球的体

育新闻，一看就是自动生成的，说的其实
是两三个月前的赛事，乒乓球运动员某
某某输了，这个就缺乏审核。”孙锦铭说。

第三是舆情封控方面。如果出现
相关问题，第一时间要进行舆情监控，
这时就可以运用AIGC。孙锦铭同时
还提到安全冲击问题、数据隐私保护、
算法问题等，为在场所有媒体同仁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见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嘉宾观点

智媒体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产生
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在11月15日举行
的2023智媒科技龙门阵上，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业务拓展专家李松乔带来了他
的思考。

李松乔认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技术，智媒体可以提供更加精确的
定制化信息服务，来满足用户的多元化
需求；同时，还可以提供很多领先的解
决方案，包括智能推荐的算法等，可以

针对媒体的广告主提供定向推广。
“智媒体可以增强用户的黏性，也

可以不断创新内容形式和营销手段，吸
引更多用户，特别是年轻群体。”李松乔
说，随之而来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五个内
容，一是数据驱动模式，在大数据和AI
技术的领域里，可以通过挖掘和分析用
户的行为，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和推
荐，从而形成一种商业模式；二是社交互
动模式，可以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增

强和用户的互动，从而帮助传媒领域和
品牌主，建立媒体的认知和用户的忠诚
度；三是内容创新模式，可以尝试通过新
型的内容形式，比如短视频、直播等，去
满足年轻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四是广告
营销，可以通过智能推荐算法提供精准
的广告投放；五是商业合作模式，包括和
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共
享资源和利益，打造合作共赢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文化数字化是“数字中国”建设的
重要组成，数字化技术如何帮助主流媒
体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在11月15日举行的2023智媒科
技龙门阵上，四川日报全媒技术中心主
任黄云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说：“我们在
做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技术需要辅助传
播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个：听得见、看得
清、传得开。”

“‘听得见’，顾名思义就是知道大家

在聊什么，我们要传播的媒体或平台上，
大家感兴趣的点是什么，大概的用户画
像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需要我们用技术
辅助平台方的媒体去感知。”黄云说。

“看得清”，就是大家要学会分辨。
黄云提到，如今，很多AIGC的内容已
充斥在各个平台上，真真假假、虚虚实
实，媒体如何从纷杂的信息里找到需要
弘扬的正能量，或者是符合媒体做优秀
文化传播的题材。“怎么才能找到符合

主流价值观的内容？那就是需要我们
的技术在海量的信息里做各种甄别，最
后达到看得清的效果。”黄云说。

“传得开”，这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
黄云随后提到，数字时代叙事有三

个明显的特征：交互性特别强、情感化、
沉浸感。他特别提到了封面传媒出品
的《大国工程我来建》H5游戏，“这个产
品恰好符合我上述提到的几个特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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