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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 对 我 来 说 是 山 西 最 熟 悉 的
城市之一，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大同的
次数太多了，每次来都会给我全新的
感受……”4 月 29 日，在 2024 全国大学
生讲解大会学术研讨会休息间隙，国家
高级导游、山西省导游协会副会长牛刚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牛 刚 对 记 者 说 ，来 同 参 加 此 次 活
动，从大同南站一下车就有热情洋溢的
会务组工作人员来迎接，而且从大同
南站到酒店沿途，好多商家的 LED 屏
上都能看到讲解大会的主题口号，可
以看出大同社会各界都对本次活动投
入了很多精力，当地出租车司机也表
现出极大的热情，把大同的文旅资源讲
得头头是道。“虽然我是这方面的内行，

但我觉得他们讲解得很好，说起全国大
学生讲解大会，他们也都知道举办地
点，大同举全城之力举办此次活动让我
真的很欣慰。”

谈到地方文旅发展如何能最大程
度发挥讲解作用时，牛刚表示，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讲解员的职业优势，通过专
业的讲解讲述山西之美，为山西文旅发
展添砖加瓦；另一方面，现在是多媒体
时代，很多旅行者、导游员、讲解员通过
制作短视频、直播等方式，给山西旅游
及土特产销售带来了不错的效果，要充
分利用各种媒介来推广山西的文旅资
源和土特产，这也是山西旅游从业者、
讲解员的一项工作。

本报记者 高燕牛刚牛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宏于宏 摄摄

4 月 29 日上午，2024 全国大学生讲
解大会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结束后，记
者采访了《传媒》杂志社社长杨驰原，他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就大同文化事业的
发展提出了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传承历史文脉，多次就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去年 6 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
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杨驰原说：“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
为我们如何做好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
具体到地域，无论是整个山西还是大同，

第一个方面就是需要做好文化的挖掘和
整理。大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
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应在挖掘
和整理的基础上做好宣传。第二个方面
就是要讲好它的故事，比如用短视频的
形式，从小的主题、小的亮点切入，然后
带回到大主题，为宣传好‘文化之都’这
张城市名片注入生机。”

谈到对大同的印象，杨驰原给出两
个字“震撼！”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大
同，29 日冒雨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古城
墙、华严寺等景点，没想到华严寺是一
座满蘸着辽金文化的千年古寺，在这里
看到 1000 年前的辽代历史文物，让他非
常震撼，也让他深深感受到大同独特的
魅力。 本报记者 田雁

“ 全 国 大 学 生 讲 解 大 会 不 仅 为 大
学生提供了 一 个 展 示 自 我 、交 流 学 习
的 平 台 ，让 他 们 在 讲 解 历 史 文化景点
和红色故事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口
语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也进一步提升
了大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4 月 29 日，
研讨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主任高贵武
教授。

“大学生是一群年轻的、有活力的
群体，通过研学实践，他们能够以独特
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呈现最美中国、最美
大同形象，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探访和
体验。”高贵武说，让年轻人去影响年轻
人，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希望此类

活动举办得越来越好。
“大同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文

物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得很好。”
高贵武说，随着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深
度融合，对于口语传播人才的需求日
益迫切。如何培养这些人才？他认为，
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更是一
个分享、引导、交往的过程，特别是精
神交往的过程，所以口语传播人才要
丰富自身理论知识，拥有良好的沟通
能力、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同时，也
希望文旅部门能为口语传播人才提供
实践机会，帮助大学生提升自己的专
业技能。

本报记者 丁亚琴

本报讯（记者 丁亚琴）4 月 29 日，
2024 全国大学生讲解大会学术研讨会
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 20 多所高校及
科研院所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及青年
学子齐聚大同，共飨学术盛宴，共谋未
来发展。

研讨会共设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地质大学、重
庆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昌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及
云冈研究院、《传媒》杂志社等单位的专
家、学者，就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
口语传播与文化传承、文旅融合背景下
口语传播人才的培养以及大学生红色
文化认同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和
交流。在主旨发言环节，山西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学院马玉坤教授分析了口语
传 播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不 容 忽 视 的 原 因 ，
并就如何加强口语传播基础理论研究
进 行 了 交 流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视 听 传 播 系 主 任 高 贵 武 教 授 以《言 为
心 声 ：新 技 术 背 景 下 口 语 传 播 的 核 心
竞争力》为题，从新技术背景下的传播
新格局、口语本质、口语传播专门人
才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等 多 个 方 面 进 行 分
享；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马欣
教授在发言中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背 景 下 现 代 口 语 传 播 教 学 的 创 新 思
考”，探讨了播音主持学科面临的新挑
战和新机遇。

在昨日下午召开的青年学者论坛
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多所
高校的青年学子，以云冈石窟为例，讨
论了口语传播视域下如何进行文博讲
解 的 表 达 和 创 作 ；以 网 络 直 播 行 业 为
例，就新媒体视域下文博讲解的表达创
作研究进行了交流，并分析了共情传播
视域下乡村红色文化认同构建所遇到
的困境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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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之声讲好大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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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传媒》杂志社社长杨驰原

做好文化的挖掘和整理

——访国家高级导游、山西省导游协会副会长牛刚

本报讯 （记者 高燕） 昨晚，2024 全
国大学生讲解大会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在
我市举行，此次大会各奖项花落各家，同
时通过大学生群体的视角，让更多的人了
解大同、认识大同，感受大同这座城市所
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本次大会以“美丽中国 我来解说 云
动天下 研学大同”为主题，由中国高等院
校影视学会指导，市政府、山西传媒学院、

市委宣传部主办，山西传媒学院播音主持
学院、大同广播电视台承办，不仅为来自
全国的大学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相互交流
的平台，也是深化校地合作、提升高校服
务社会能力、推动文旅产业健康发展的一
次有益尝试。

此次大会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收到全国 230所高
校提交的 1791 部作品，经 过 初 选 、复 选

层 层 选 拔 ，文 旅 赛 道 和 红 色 故 事 赛 道
共 30 位选手入围总决选。参赛选手用生
动的语言、丰富的情感讲述大好河山、中
国故事，解说华夏文明、民族精神，将历史
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晚，闭幕式暨颁奖晚会以表演为载
体，以颁奖为亮点，在小提琴独奏《我爱
你，中国》中拉开序幕。舞蹈《来大同，大
不同》、歌舞《微笑大同》、舞台剧《“神”游

云中》、舞蹈《瑰宝云冈》、配音《厉害了，我
的国》、配乐诗朗诵《这里是中国》等精彩
节 目 依 次 上 演 ，欢 快 的 旋 律 、优 美 的 舞
姿 、声 情 并 茂 的 朗 诵 ，把 现 场 气 氛 一 次
次 推 向 高 潮 ，赢 得 观 众 阵 阵 掌 声 。晚 会
穿 插 颁 奖 环 节 ，现 场 揭 晓 获 奖 名 单 ，并
为 获 得 优 秀 组 织 奖 、最 佳 网 络 人 气 奖 、
最佳宣推奖、特别奖及一、二、三等奖获
得者进行了颁奖。

每次来同都有全新的感受共飨学术盛宴
共谋未来发展

2024全国大学生讲解大会
学术研讨会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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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国大学生讲解大会在同落幕
美丽中国 我来解说 云动天下 研学大同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宏于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