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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中，万鳞甲是龙王送给敖丙的宝
物。它由龙族身上最坚硬的鳞片
制成，象征着龙族的希望。

江苏也有“万鳞甲”！
文化是这身铠甲的灵魂。从

文学之都到江南园林，从淮扬美
食到昆曲、苏绣，江苏处处闪耀着
传统文化的光芒。

经济是这身铠甲的脊梁。江
苏GDP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无论
是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在多
领域都是“显眼包”。

科技是这身铠甲的引擎。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深
地科学与工程……为未来注入无
限可能。

生态是这身铠甲的底色。从
太湖到长江，从湿地到大运河，大
美江苏，美美与共！

你觉得，江苏的“万鳞甲”还
由什么组成？会如何升级呢？

一起来 3 月 7 日全国两会江
苏代表团开放日上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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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柯军：

从沉浸式演出到戏曲电影
600岁昆曲创新“破圈”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
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做客现代
快报“两会快访谈”栏目，就昆曲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赋能社
会发展，以及江苏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方面的实践等话题，与主
持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柯军表示，
传统文化的根基深植于中华民族
的血脉之中，唯有与时代同行，以
创新形式拓展传播渠道，才能真正
实现“破圈”，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全国人大代表莫元花建议：

利用AI提高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昝圣达建议：

推动智能养老机器人研发应用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云）短
视频的火爆丰富了公众的娱乐生
活和信息获取方式，但内容质量参
差不齐、侵权问题频发等现象不断
出现，引发担忧。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国凤刺绣
厂技术总监莫元花建议加快网络
短视频管理立法，推动网络短视频
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针对短视频的法律法规
尚不完善，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
网络短视频管理条例显得尤为迫
切和必要。”莫元花建议，加快网络
短视频管理立法，从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加强内容监管、完善信用管
理体系、明确法律责任四个方面，
对网络短视频相关行为进行规制。

莫元花表示，要强化平台责
任，短视频平台应承担起保护知识
产权的责任，对上传内容进行事先
审查，确保内容的合法性。同时，
明确短视频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技
术传播侵权内容的直接侵权责
任。对短视频平台的侵权行为，应
制定明确的行政处罚措施，对连
续、长期侵权的平台，要追究法律
责任。比如，建立授权机制，在“先
授权后使用”的原则下，建立便捷

的短视频第二次创作授权机制。
针对低俗、虚假、暴力、色情等

不良内容，莫元花建议加强技术牵
引，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引入AI技
术，提高内容审核效率；加强人工
复审，确保审核不走过场，杜绝“一
刀切”现象。莫元花还建议，探索
建立违法违规上传用户名单库，建
立健全账号内容质量和信息评价
体系，建立账号“黑名单”和MCN
机构分级处罚机制。同时，网信、
公安、文化等部门应加强协作，形
成监管合力，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及时通报和处理违法违规行为。

现代快报讯（记者 史童歌）人
形机器人上春晚扭秧歌、现身马拉
松赛场，让人们看到了AI技术与机
器人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全国
人大代表、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
圣达也关注到了这一议题，他建议
将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的研发与
应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向，
帮助老年人实现从“老有所养”到

“老有优养”的跨越。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
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银发
经济”如何更好满足多样化养老需

求，是昝圣达长期以来关注的重
点。“智能养老机器人集人工智能、
物联网、生物传感、柔性材料等技术
于一体，在满足社会对智能养老机
器人需求的同时，还能带动芯片、传
感器、伺服电机等产业链升级，助推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昝圣
达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我国人形机
器人存在“小散重复”“后劲不足”等
发展瓶颈，智能养老机器人的功能
相对单一，多功能一体化技术还需
持续攻关，同时由于生产与维护成
本较高，尚未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因此，他建议政府层面设立大

型产业基金，对触觉传感器、算力
等智能养老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
发给予支持；在长三角、珠三角及
老龄化突出的省份打造“智能机器
人养老社区”示范项目。同时，还
要健全配套机制，强化隐私与数据
安全，对隐私泄露者依法依规追
责。制定出台《机器人护理伦理指
南》、“机器人事故与人身伤害赔偿
标准”等，规范伦理边界。

针对较高的生产与维护成本，
昝圣达建议加快构建并完善智能
养老机器人产业链，也可以推广智
能机器人租赁模式。

不用羡慕敖丙
江苏也有自己的“万鳞甲”

莫元花代表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现代快报
推出全国两会特别策划——用AI
剪纸风3D打印城市地标，以AI生
成传统剪纸风格的城市地标，用
3D打印技术打印出来，个性拼插
制作出独特的3D打印摆件。

北京鸟巢、南京紫峰大厦、上
海东方明珠、无锡清名桥、苏州东
方之门、广州塔……AI剪纸风的城
市地标用3D打印方式呈现，明艳
绮丽的红色地标模型，与麋鹿、丹
顶鹤等灵动精灵交相辉映，演绎出
一幅科技与文化交融的动人画卷。

3D打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
生活。无论是精美的建筑文创，
还是路桥这样的庞然大物，3D打
印技术都能轻松驾驭。此次现代
快报推出两会特别策划“用AI剪
纸风 3D打印城市地标”，由南京
嘉翼精密机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据悉，该公司
2024 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南京嘉翼集团董
事长李进表示，3D建筑打印是他
们的主业，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
实施了百余个3D打印项目，国内
落地项目数量位居行业第一。

记 者 了 解 到 ，
2024 年，江苏新增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711 家、累
计达 2215 家、均居
全国第一。

AI+3D打印
剪纸风的网红地标太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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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圣达代表

柯军代表 柯军代表受邀走进现代快报AI+XR演播厅

600 岁昆曲何以“破
圈”？创新是关键

昆曲，这一承载着600余年历
史的戏曲艺术，近年来通过青春版
《牡丹亭》、苏州园林沉浸式《游园
惊梦》等多种创新形式，受到越来
越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谈及昆曲如何保持旺盛生命
力，柯军认为，传统文化的基因深
植于中国人内心，只要有合适的传
播方式，就一定能够吸引观众、赢
得共鸣。

“昆曲之美，不仅体现在服饰、
唱念做打等艺术形式上，更是中华
文化气韵的体现。”柯军表示，正如
白洋淀的荷花种子，只要有水便可
盛开，昆曲的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
能否找到适应当代审美的新形
式。“比如动画电影《哪吒2》，它借
助现代技术和叙事手法，让传统故

事焕发新光彩。同样，昆曲等传统
艺术也需要结合现代观众的审美
需求，在保留核心文化价值的同
时，以创新形式讲述传统故事。”

“文艺直通车”让文化
供给真正对接群众需求

近年来，传统文化不仅在审美
层面受到追捧，更成为推动经济增
长、促进文化消费的重要力量。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柯军介绍，江苏已
率先启动“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
行动，以创新模式让高质量的文艺
作品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江苏省演艺集团旗下涵盖京
剧、昆曲、扬剧、话剧、交响乐、歌
剧、舞剧等多个剧种，我们将这些
优秀剧目梳理成‘菜单’，由社区和
乡村群众‘点菜’，然后针对他们的

需求进行二次创作和调整。”柯军
说，这一做法让文化供给真正对接
群众需求，实现精准服务。

此外，江苏还推行“村艺术
家”计划，选派艺术家深入乡村，
与当地群众共创艺术作品，在田
间地头感受生活气息，真正让艺
术扎根泥土、焕发活力。“人民是
艺术的根基，只有深入人民生活，
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被捧在手心
里。”柯军说道。

借力、多元、融合……
戏曲电影拓展传播新路径

在传统文化创新传播方面，戏
曲电影正成为一条备受关注的新
路径。预计今年夏天，柯军主演的
戏曲电影《顾炎武》将与观众见面。

“戏曲电影借助数字技术与电
影语言，能够放大舞台艺术的表现
力。”柯军透露，在电影《顾炎武》中，

团队运用了虚拟制片技术，实现戏
曲表演与电影镜头语言的融合。

例如，戏曲舞台上演员不能落
泪，而电影则可通过特写展现人物
的情感张力；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视
觉特效，在电影中则可生动呈现。

“通过电影，戏曲艺术可以走出剧
场，让更多观众在影院感受传统戏
曲之美。”

柯军表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需要多方努力，既要坚守艺术
本体的精髓，又要积极探索符合当
代传播规律的新模式。“创新不是
改变传统的本质，而是让传统文化
以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方式展现自
身魅力。只要找准方
向，传统文化定能焕发
新生机，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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