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传
统媒体的版权被侵犯现象严重。“传
统媒体的草，养肥了独立新媒体这
只牛”，这已成为了不少传统媒体说
不出的痛。

传统媒体记者精心采写的一篇
篇内容鲜活、思想深刻的新闻稿件，
一张张构思巧妙、冲击力强的新闻
图片，成了一些独立新媒体赚取流
量和利润的来源，却鲜有支付版权
费的，这些都侵害了传统媒体和新
闻从业人员的正当权利。

目前在宁波甚至浙江市场上，新
闻作品版权管理项目是空白或者还

处于探索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互
联网版权资产管理项目则致力于新
闻作品的网络版权维权探索，

该项目由宁波都市报系新媒体
部牵头运营，计划从处理本集团新闻
版权作品入手，探索网络版权转载或
有偿使用的新模式，形成网络媒体和
传统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未来，该项目还将涉及协调版
权互换、处理版权纠纷、探索版权开
发，计划打通宁报集团版权资产管
理产业链。版权管理的跨界、跨行
业和跨地域开拓，也是我们的发展
方向。 记者 孙美星

宁报集团互联网版权资产管理项目

维护新闻人的知识产权

宁波目前拥有60周岁及以上户籍
老年人口130多万。未来，老年人该如
何养老？宁波都市报系旗下的《宁波老
年》报，已经在为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
问题做打算了。

一个扎根社区的居家养老项目
——“老来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并布点，即将深入
宁波的各个社区。

该项目将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构
建社区养老O2O模式服务中心，依托
政府力量和媒体资源，与有一定养老服
务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合作，搭建老年人
养生、养老综合性养老服务平台。

除了传统的服务项目，面向有需
要的高龄老人，中心还可提供日间照
护、术后护理康复等服务，这将是“老
来乐”的核心竞争力。凭借与宁波各医
院的良好合作，我们将对接最好的医疗
资源，为社区居民打造医养结合的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

除了老有所养，我们还致力于让社
区居民老有所乐。借助养老网站、宁波
银龄APP等系列线上、掌上软件的应
用，我们将打造一个“互联网+养老”的
平台，让老年人感受到夕阳红的乐趣。

预计今年5月，首个“老来乐”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在海曙区白云街
道落地。

连接全市378所幼儿园、中小学
校；拥有3.5万名宁波晚报小记者，
一年组织各类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
300多次；每年为小记者们发表各类
稿件和作品上万件……创刊一年多
的《宁波少年》，已成为宁波广大少
年儿童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打开《宁波少年》，和孩子有关的
一切尽在眼前。面向幼儿园孩子的《少
年画家》栏目，面向小学生的《小记
者》栏目，面向初中生的《少年作家》
栏目……这些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栏
目都是展现他们才华的天地。《宁波少
年》每年刊发、采用超过1万件孩子们
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独具童心童趣，
有活力，有梦想，值得珍藏。

《校园传声筒》栏目是全市378
所记者站学校的“广播室”；《校园论

坛》栏目是展现老师和校长们风采和
教学理念的园地；《智慧家长》栏目是
家长们互动的平台，养儿育女的心
得，孩子成长路上的体会，都可以在
这里谈一谈。

《宁波少年》还有宁波晚报小记
者专属的移动客户端——“少年派”
APP。这是一个创新的“新闻+服
务”手机客户端，通过它，小记者可
以在线投稿，了解录用情况，还可以
对刊发的稿件进行评论和点赞。

《宁波少年》还为孩子们提供了
接触社会的平台。一年300多场专
属于孩子们的活动，丰富多彩，涵盖
社会的方方面面，让他们亲近社会，
涨见识，也长知识。

《宁波少年》期待您一起来，陪
伴孩子成长。

《宁波老年》“老来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利用大数据
拓展“银发商机”

《宁波少年》社会实践拓展平台

让孩子收获知识发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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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

崛起
一张有生命力的都市报，除了提

供有影响力的新闻内容，还能深耕内
容营销领域，拓展更多的附加值。

深入社区的居家养老项目、连接
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少儿社会实
践项目、基于纸媒特性的互联网版权
资产管理项目……宁波都市报系的
“媒体转型”，正风生水起！

新起点·媒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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