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讯 中国电影家协会与中国
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合作开展的第 33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在线投票活动日前顺
利结束。在候选名单公布后，经过 86
天的全国电影观众投票，第 33 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共收到观众投票 26850918
票，其中线上选票（PC 端、移动端）共
收到 20028470 张，基于观众投票结果
产生并公布了最终提名名单。这是中
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在“网上文联”建
设中为文联系统文艺评奖的在线运行
所提供的一次成功服务，也是中国文
联文艺资源中心与中国电影家协会在
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活动上开展的第
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文联文艺资源
中心对重大奖节活动的支撑服务能力
逐步提高。

为做好这次服务，中国文联文艺
资源中心从今年 4 月就开始推进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投票数据采集系统
的研发、制作以及相应的宣传推广。
在线投票系统（覆盖全网络，包含 PC
端和手机移动端）采用了用户注册、复
杂验证码、多种信息录入等技术手段，
有效防止恶意刷票。与第一次合作相
比，这次投票系统研发经过系统优化
和性能提升改造，将系统并发支持数
由原设计的 30 用户提高到 100 用户，
即可以保证每日 50万投票访问的系统
稳定性，超过了上届的并发数页面响
应要求，满足了全国广大电影观众的
投票需求。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张宏等对中国文联文艺资源
中心的支持和工作表示了感谢，对中
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在第 33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投票系统的建设、运行、推广
各环节付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和赞
扬。这次投票系统的研发设计，在保
证实效和信息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了投票流程的合理性，增强了数
据处理的智能性，整合了 PC与手机跨
屏用户资源，数据采集系统前后台对
接，采用HTML5+CSS3技术开发页面，
页面支持从 PC WEB端应用到移动端
等多终端的无痕跨越浏览展示，提供
了更便捷、更高效、多终端、多渠道、多
平台的投票模式。同时以第 33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为基准，对 PC和手机投票
页面进行品牌整体包装策划，兼顾不
同受众人群浏览习惯，定制布局一体
化风格，根据整体结构的容错率加入
原创元素，有效提升文联奖节品牌文
化传播度和影响力。

5 月 17 日，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候选名单发布会举行，大众电影百
花奖网络投票平台（PC端、移动端）同
期上线，观众可以通过 PC端和移动端
在中国文艺网、智慧文艺网上文联、中
国电影家协会官网、第 25 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官网等进行网络注册投
票，还可以通过扫描第 33 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投票系统二维码进行手机投
票，为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投票工
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投票系统正式开
放至 8 月 10 日投票结束，期间有效注
册用户总数量为 6076652人，有效投票
总数量为 20028470票。全媒体立体式
多元化投票渠道的建立拓展和应用，
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提供了便利
的网络化移动化方式，推动投票数量
超过了往年。

此外，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和
中国电影家协会还与各大网络平台
进行推广合作，分享投票链接和二维
码，广泛协调联络，开展了飘窗链接、
资讯露出、公众号推送、帖子发布、视
频传播和院线合作等多种模式。联

合全国 30 家院线 100 家影城设立投
票箱，在箱体海报、电影取票机、现场
屏显等做投票系统二维码宣传。在
爱奇艺开通视频合作页面自频道，播
放百花奖新闻报道和相关动态。展
开了搜索推广、网盟推广和移动 DSP
跨屏投放，在百度合作的 60 万家联盟
网站和手机端联盟网站进行推广，设
置关键词搜索将投票页面链接进行
首位展示，提高微信推送频率、微博
话题热度等。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还专门成
立推广小组，分工协作，在全球最大的
中文互动问答平台百度知道展开了围
绕百花奖及投票相关的知道问答，最
大程度地拓展网络新媒体投票渠道，
尽可能全面覆盖国内观影人群，有效
提升了百花奖的观众关注度和参与
度。在投票进行过程中，开展了在线
投票情况查询服务，公布了一定时间
段内的排行榜，投票情况查询图片在
新媒体端引发了传播热潮，促发了粉
丝效应，众多候选名单上的明星粉丝

纷纷行动，形成了影迷自发为喜爱的
影片、编剧、导演和演员投票支持的局
面。

另外，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
众评委的抽取工作，也在公证处和监
审委员会的共同监督下，于 7 月至 8
月分 3 次在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通
过系统完成，并最终确定出 101 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幸运观众，组成第 33 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投票观众终评委
员会。 9 月 21 日至 24 日，第 25 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投票观众终
评委员会将对 10 部候选片目进行再
次观摩和充分讨论，并将在百花奖颁
奖典礼现场当场投票，评选出第 33 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各个最佳奖项的获
得者。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通过本次
百花奖在线投票服务，为支持协会评
奖和服务投票工作积累了经验，对积
极开展“互联网+”环境下的权威文艺
品牌奖节活动做了有效探索。

（杨玳婻）

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投票系统
由前端设计和后台升级构成，投票页面
包含PC端和手机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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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

寻找昆曲的知音

海量信息创始人沈立勤和美
连沙龙孙岩琨是本次昆曲众筹

“魏王版”《玉簪记》的发起人。
这次昆曲众筹缘起一次 IT 和戏
曲的跨界会面。沈立勤来自 IT
行业，当她见到北方昆曲剧院的
魏春荣和中国戏曲学院的王振
义两位老师时，被昆曲之美震
撼，又深感昆曲推广不易，于是
建议他们通过大数据在社交网
络进行推广。

昆曲演出是非常“窄众”的市
场，但同时观众的黏性却也最
大。有数据分析证明，昆曲是一
款黏着力非常高的产品，复看人
群相当惊人，达到 83.33%，初值、
终值和峰值都非常高。

怎么发挥这个优势呢？第一
步就是找到昆曲的知音在哪里。
启动海量大数据分析平台，对核
心人群、关注点、演出市场分析。
通过采集 2016年 1月至 6月的社
交媒体数据，发现涉及到昆曲的
有 10多万人，包括微博、微信、豆
瓣和贴吧，活跃人群大概有 25000
人。可以初步设定，这25000人就
是要找到的目标。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社
交网络中，微博占了 51%，微信占
了 40%，男女比例基本五五开；其
中52%的关注人群来自90后；单身
占比超过60%，大学学历占了66%；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戏迷最多，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是密度
最高的人群，其中北京最多，占了
13%。他们的消费能力也非常可
观，IPhone使用者超过74%。大部
分人群的爱好非常雅致，与茶、电
影、古典、古文化和汉服相关。

这个分析结果让大家有了信
心。也就是说，昆曲的知音年龄
比大家预想的要年轻，文化程度
高、消费能力强。这一部分群体
恰恰也是互联网的重度用户。下
一步，就是如何通过社交网络进
行宣传推广。

确定演出作品
印证最佳搭档

魏春荣、王振义二人自幼同
门，魏春荣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旦
角翘楚，王振义则是中国戏曲学
院教授。

通过分析发现，在几大重要
社交媒体里提及量最大的曲目有
《牡丹亭》《梁祝》《三打白骨精》
等，《玉簪记》排在第九。作品《玉
簪记》虽然没有《牡丹亭》等传统
剧目有名，但《玉簪记》是魏春荣、
王振义合作最早的曲目。通过大
数据分析，“魏王版”《玉簪记》已
经成为昆曲粉丝喜爱的经典作
品。但由于工作调动，他们已经
五年没有同台演出了。

下一步就是通过大数据平台
来验证他们的同台演出是否有吸
引力。分析发现，在所有的昆曲
演员里，魏春荣排名前三，在北昆
演员中更以极大占有率位列第
一；在百度贴吧中，王振义更是拥
有众多的粉丝和话题量；而《玉簪
记》则是魏春荣、王振义声量最高
的剧目，百度搜索结果高达3万余
条。他们的同台演出是很多粉丝
期待多年的，一些骨灰级的戏迷
更是在网上评价说，五年来没再
看过《玉簪记》，这么美好的东西，

“魏王”是昆剧界最大的一对CP。
通过上述分析，决定把“魏王

版”《玉簪记》作为本次众筹的演
出剧目。时隔五年，通过众筹的
方式让两位著名演员在舞台上重
新聚首，这不仅是两位演员的愿
望，也是很多年前看过这出戏的
观众的愿望。

本刊讯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
资源中心接受文化部信息中心委
托，与东软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共
同承担“数字文化（美术）作品的收
集保存系统研发与展示应用”课题
的研究工作。

根据课题研究工作安排，中国
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将完成中国美术
作品库元数据标准学术部分、分类

标准学术部分的编撰工作，同时依
照编制的《中国美术作品库元数据
标准》《中国美术作品库分类标准》
及其他标准规范，对现有美术作品
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并配合东软
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完成中国美术
作品库模型的研发，协助文化部信
息中心部署中国美术作品库模型硬
件和网络环境等。 （云 菲）

本刊讯 8 月 19 日，中国文联文
艺资源中心新媒体制作北方基地揭
牌仪式在沈阳东北大厦举行。中国
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文
联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郭运德
出席了仪式并与沈阳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韩东太共同为基地揭牌。中
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副主任、中国文
联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冉茂金，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久成，沈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关

蓉晖，沈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王英辉、潘晓宏以及沈阳市文联所属
协会部分骨干会员，各区县（市）文
联、企（行）业文联和市文联全体干部
职工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掀起了传媒
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较之传统媒
体，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突出、受众选择
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发布实时
等新特点，同时具有交互性、全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等诸多优势。新媒体

产业将引领媒体产业潮流，文化内容
成为媒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必将成
为未来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文联文
艺资源中心与沈阳市文联合作创建
新媒体北方制作基地，这也成为了目
前全国文联系统设立的首个新媒体
制作基地。该基地的设立，将充分发
挥双方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利用数
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
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和卫星等渠道，

以电视、电脑和手机为终端，向受众
提供视频、音频、语音数据服务、远程
教育等交互式信息和文娱服务，以此
扩大文艺资源的传播渠道和宣传途
径。不久的将来，基地将成为在知识
生产者、文化知识传播者和用户之间
架起的一座便捷、畅通的桥梁，通过
这一桥梁将形成多方互动、互通、互
利的文艺生产、传播、消费、应用的良
好生态。

（赵志强）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首家新媒体制作基地落户沈阳

本刊讯 8月 10日，中国文联文艺
资源中心美术书法项目组来到张海书
法工作室，与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张海、
河南省书协副主席张建才一起商讨张
海书法数字艺术馆项目建设的初步方
案。这是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探索
为艺术家提供“互联网+”服务模式的
一次具体行动。

项目组向张海介绍了艺术馆主体框
架设计，以及3D数字虚拟展馆的建设思
路。张海书法数字艺术馆项目一期包括
张海档案、张海书法数字展览馆、河南张
海书法发展基金会、活动掠影、出版文献
等建设，通过网络平台展示张海个人大
事记、中国书协工作十周年回眸、书艺人
生、追梦之旅、艺术展厅等特色内容，本

着“弘扬中国文化 传承民族艺术”的建
设宗旨，依靠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强
大的组织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进行融
合，借助现有的“智慧文艺·网上文联”云
平台、3D数字系列展览馆、中华文艺资
源数据库等综合文艺数字资源，用新技
术手段打造便捷、全面、立体、综合的张
海书法数字艺术馆。项目组还与张海交

流了为其做书法艺术口述史的想法。
在讨论中，张海肯定了张海书法艺

术馆项目整体框架和思路，表示愿意与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展开积极合作，
将自己的系统思考做进一步的实质安
排，同时希望通过个人书法数字艺术馆
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多年来书
法事业的心路历程。 （高 森）

□

张

锐

昆
曲
︽
玉
簪
记
︾
众
筹
：

一
次
﹃
互
联
网+

戏
曲
﹄
的
成
功
实
践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
参与文化部课题研究工作

有 600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优雅而小众

的一个分支。不同于现代影视艺术，昆曲的粉丝很窄众，

并不拥有合家欢形式的众多观众和消费者。同时，昆曲又

是一种更适合面对面欣赏的舞台艺术。上述因素也就决

定了昆曲大众传播力不够，很难支撑起有效的商业演出。

不过，面对“互联网+”的大趋势，探索性的行动依然是

有的。不久前，知名昆曲演员魏春荣和王振义在北京繁星

戏剧村成功演出。这次演出采用了粉丝众筹的方式，通过

社群、社交媒体、众筹网站等互联网的方式推进，上线7天

便成功筹得10万元。而此次活动的机缘就来自于一群昆

曲爱好者的“互联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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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
启动张海书法数字艺术馆建设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
启动张海书法数字艺术馆建设

探索“互联网+”环境下
权威文艺品牌奖节活动运作模式

探索“互联网+”环境下
权威文艺品牌奖节活动运作模式

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成功服务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线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