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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研究
黎佳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逐渐影响着地方特色文

化的传播。本文以宜春地方特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以微信、

微博、移动客户端新媒体为主要介质，分析对宜春地方特色文化建

设的影响，提出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有效传

承和创新路径，以期进一步提升宜春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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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经过长期发展逐渐积淀下来的，与其当地的

民俗风情、历史发展、经济产业等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宜春地方特色文化是江西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加强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应“高度重视

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新媒体的发展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宜春地方文化发展现状

宜春自古就有“文物昌盛之邦”，文化源远流长，宜春地方

文化在民俗、宗教、饮食、陶瓷、历史等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发展历程来看，商代的吴城遗址文化；唐朝的洪州窑陶瓷文化；

唐朝以来的禅宗文化、状元文化；近现代的好人文化、月亮文化、

药业文化等，这些文化与其他地方的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化特

征，具有宜春地方特色。

二、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历史背景和

现实意义

（一）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历史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 年 2 月）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已达到 8.1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8.6%。运用手机上网已然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要适应时代变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随着手机网

民的不断扩大，宜春地方特色文化也应不断更新传播方式和创新，

这是现实诉求和实际需要。

在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融通多媒体资源，

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

华文化魅力，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因此，在互联网

技术发达、国家要求运用新媒体传承和创新文化的背景下，以及

手机网民不断扩大、人民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节奏的现实情况下，

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提升宜春地方文化的

凝聚力、影响力和创造力，是时代之需、应有之趋势。

（二）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现实意义

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具有丰富的现实

意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传统媒介和传统的传播方式，

官方和手机网民个人都可以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移动客户端，

以图文、视频、音乐等形式发布地方特色文化的相关内容，“两

微一端”丰富的呈现形式，利于增大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吸引力；

“两微一端”方便的浏览方式，利于增强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影

响力和扩大用户群体；“两微一端”的灵活快捷，加快了宜春地

方文化的传播速度。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通过“两微一端”

可以创新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方式和载体，从传统的口耳相

传、文字记载的传承方式转为语音、视频等方式传承，传承方式

更加灵活、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

运用“两微一端”对宜春地方特色文化进行数字化管理，打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利于文化更为永久和更加完善的留存，利于

文化的保护。从文化创新角度来看，运用以“两微一端”为代表

的的新媒体技术，可以充分挖掘宜春传统地方文化的时代价值，

不断创新文化内容。

三、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现状

（一）微信传播没有形成完整体系

随着 2011 年微信上线，微信在民众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

越大，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及里面的内容，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宜

春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播程度。经不完全统计，目前带有“宜春”

字样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有宜春发布、宜春广播电视台、宜春在线、

科普宜春、宜春市文化馆等，还有各县市区建立的如奉新咨询、

宜丰在线、宜丰发布、乐在铜鼓、万载微语、万载在线、樟树新闻、

樟树发布、微丰城等微信公众号。这些公众号会不定期发布一些

关于当地人民的生活、新闻咨询、民俗风情、饮食习惯、自然人

文风景等方面的内容，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形成宜春地方文化的专

题栏目或系统发布关于宜春地方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没有形成

完整的内容体系。

（二）微博使用率低

2009 年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随着微博上线

逐渐成为年轻一代喜爱使用的软件，用户可以在微博上随时随地

分享消息，发布图文和短视频，方便快捷，是年轻群体了解时事

新闻和社会热点的有效途径。但是经过搜索在微博上关于宜春地

方特色文化的内容并不多，开设的相关微博账号也不多，微博这

一载体在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

（三）没有设计专门的手机客户端

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宜春的移动客户端有每日宜春、宜春

大数据、宜春行、宜春潮流、铜鼓微观、靖安人家、药都樟树、

宜居城市、宜春明月山、近日樟树、慈化通、靖安百事通等等，

但是，没有专门的关于宜春地方特色文化的手机客户端。

四、基于“两微一端”建设宜春地方特色文化传播和创新路径

在传统社会中，宜春地方文化主要通过人际传播、代际相传、

地方政府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承，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官方和个人建立了许多微信、

微博和移动客户端对地方特色文化进行传播，总的来说，在新媒

体的推动下，宜春地方特色文化有了更强的影响力和区域凝聚力。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还需加以改进。

（一）加强“两微一端”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扩大文化影响力

在新媒体环境下，应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阵地，将“两微一端”

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形成传播合力。传统媒体虽然没有新媒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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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灵活方便、高校快捷，但在文化传播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如央视播放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

让国内外很好的了解了中国美食和中华古诗词文化。以“两微一端”

为代表的新媒体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媒体而独立存在，因此要加

强“两微一端”与传统媒体的相互融合，拓宽宜春地方特色文化

的传播阵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宜春地方特色文化进行统筹规划，

形成微信传播矩阵，加强微博的使用，充分发挥微博能及时有效

分享信息的作用，扩大宜春地方文化的影响力。

（二）融合时代元素，挖掘文化时代价值

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历久弥新的，要激发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

需要结合时代元素不断加以挖掘和运用。地方志、文化馆等地方

文化研究部门应组织专门的研究人员，设立专门的研究经费，结

合宜春实际，邀请技术专家设计专门的移动客户端，依托“两微

一端”统筹宜春各地文化资源和信息，系统对宜春地方特色文化

资源进行整理、研究，挖掘其在旅游、教育、影视、文化产品、

服务性能等方面的时代价值。借助“两微一端”新媒体技术建立

文化网络资源数据库，线上线下结合传播和运用，打造宜春文化

品牌，使宜春的吴城遗址文化、洪州窑陶瓷文化、月亮文化、状

元文化、药业文化等文化的地方特色更加明显。

（三）依托地方高校，开设特色文化网络课程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之一，服务地方是地方高

校的重要任务，高校师生是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群体。

地方特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宜春地方高校应充分挖掘

吴城遗址文化、洪州窑陶瓷文化、状元文化、秋收起义红色文化

等地方特色文化的育人元素。依托“两微一端”平台，开发校本

课程，开设地方文化选修或必修在线网络课程，加强地方特色文

化与学生专业课程、公共课程相结合，把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学生

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中，加强学生对地方

特色文化的认识。借助“两微一端”新媒体技术，创新教学方式，

增强地方特色文化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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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铜山岭电视调频转播台机房防雷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吴玉明

（湖南省永州市铜山岭电视调频转播台，湖南 永州 425000）

现状近年来（2015 年修新铁塔路基硬化，防雷地网被破坏后），

多次遭受雷击，造成了机房设备损坏，增加了值班人员的工作压力，

近期元月一号的一次雷击，损坏了高频头、卫星接收机、电视机、

发射机的视音频输入模块。元月 14 号科比特防雷公司龙工到现场

做了勘查，提出了五点整改建议：第一，卫星接收天线两根同轴

线没做屏蔽接地处理，现已经穿钢管接地处理，钢管与钢管连接

处要焊接；第二，电视墙后面的天馈防雷器、信号防雷器没接，

被值班人员甩开了，现全部安装了；第三，整理电视墙后面的线缆，

正在做；第四，机房配电柜防雷箱有两个指示灯变色，已确定电

路板有问题，建议更换具有计数功能防雷箱，还没落实；第五：

发射机馈管没做接地处理，现已完成。

一、分析情况，查原因

我初步认定是感应雷所致，感应雷可以通过电力电缆、视音

频线、网络线和天馈线侵入，有资料记载电源侵入的感应雷约占

雷击事故的 80%，从损坏的设备情况来看，大部分设备是值班控

制室的设备，其余损坏的设备都与值班控制室的设备相连，例如：

模拟发射机机房的视音频模块与值班控制室的卫星接收机的视音

频输出端子相连，中央无线数字电视机房博汇 301 切换器与值班

控制室的切换面板相连接（301 切换器、切换面板已坏）。值班

控制室成为这次排查的重点，元月 29 日值班期间，我通过认真查

看、仔细分析，发现现在的值班控制室电源、1KW CDR 发射机电源，

直接从总配电柜开关出来，没有经过稳压电源输出，我认为这个

是很大的安全隐患，1 月 29 日，我同王伟台长一起把值班控制室

电源改从 50KVA 松丰稳压器输出，1KW CDR 发射机功率较大没

有改动，考虑到配电房的松丰稳压器的承受能力（现在接了中央

7 台 3KW 发射机、中央一台 1KW 发射机、湖南卫视 1KW 发射机），

也可以从中央无线数字电视覆盖机房的 50KVA 松丰稳压器输出。

二、解决方案

借助第三方有资质的权威认证的专业防雷检测机构对现有的

机房、铁塔、卫星天线、接地网、防雷装置等设备设施进行标准

化检测，出具检测报告，找出系统防雷中的缺陷并提出有效可行

的解决措施。

1KW CDR 发射机电源整改，要从稳压电源出，并加装防雷箱。

更换配电房里的防雷箱，装带有计功能的防雷箱，更换微波

电源线路 KBT-BD80/4P 防雷模块。

卫星天线四个高频头加装防感应雷的信号防雷器，以保护高

频头。卫星接收的馈线进机房后也要加装信号防雷器。

考虑宿舍区加装一台 380V 交流稳压电源。据了解原来的变

压器房在发电机隔壁，今天去看了一下，里面有个配电柜，上面

安装了两个防雷器，处于关闭状态，现已恢复到工作状态，机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