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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12 集声
音纪录片《长江之梦》开播仪式近日在
湖北省宜昌市滨江公园举行，“为长江

朗读24小时”活动同步启动。
《长江之梦》由宜昌市委宣传部策

划，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湖北之

声制作，用长江的视角，记录乡村振
兴、流域治理、黄金水道、产业转
型、绿色发展、法制长江等时代命

题，数十位编辑记者以江为轴，深入
宜昌采访，描绘长江两岸的一道道青
山、一行行绿水、一个个峡江儿女澎
湃着的簇新梦想。

开播仪式上，《长江之梦》 里的
主角们走进位于滨江公园的朗读亭
接力诵读，一同说出对长江的款款
深情。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宜
昌市委宣传部了解到，该朗读亭高约3
米，面积约2.5平方米，亭内配备了降
噪耳机、麦克风、空调等设备。自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开始，包括小朋
友、学生、退休老人、阅读爱好者等
300 多位朗读爱好者陆续进入亭内朗
读以长江保护为主题的原创或已有的
文学作品。“从世界屋脊走来，带着
唐古拉山峰的狂放，遥望着大海的方
向……”宜昌市伍家岗实验小学北山
校区 204 班的王紫萌朗读的内容是

《长江的脉络》，她说，希望用诗句唤
起人们对长江的热爱，为长江保护出
一份力。

当天的活动中，三峡大学长江生态
环保科普绘画实践队正式出发，他们将
从宜昌出发前往重庆、荆州、武汉、上
海等长江沿岸城市开展生态环保科普绘
画的巡展活动。

图为宜昌市民走进位于滨江公园的
朗读亭接力诵读。

宜昌市委宣传部 供图

宜昌宜昌：：为长江朗读为长江朗读2424小时小时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5 月 4 日，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2023 年“青春中国
梦”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项目征集评选活
动在京启动。活动围绕“青春中国梦”
主题，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网络视听优秀
项目，力求凝聚网络文艺创作人才，丰
富优质网络文艺作品供给，以“北京大
视听”文艺精品创作机制推动网络文艺
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活动所征集网络视听项
目涵盖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
网络综艺节目、网络纪录片等9个类别，
相较去年，增加了网络微短剧、网络微电
影、网络短视频系列节目、网络音频节目

（含广播剧） 等4个征集类别。征集时间
为5月4日至6月30日。征集方向聚焦下
述五方面，即聚焦时代发展，用青春力
量彰显时代新气质；聚焦革命历史，用
青年表达呈现创作新活力；聚焦现实生
活，用青春话语展现社会新气象；聚焦
中华文化，用青春热情焕发文化新光
彩；聚焦北京特色，用青年创意展现城
市新魅力。

据悉，“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精品
创作项目征集评选活动是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主动出题策划的重点活动，更是“北京
大视听”网络视听文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2023 年“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

精品创作项目征集评选活动将继续发挥
“青春中国梦”品牌活动影响力，在政
策、资金、创作、播出、宣传等方面提供
重点支持保障。活动将组织评审专家对投
稿项目进行初评、复评，并有针对性地推
出和开展项目护航计划、专家论证会、项
目推介会、项目宣推会、展播展映等活
动，最终推选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2023
年“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项目
征集评选活动优秀作品，将在首届北京网
络视听艺术大会上进行推优。

本次启动仪式还对 2022 年“青春中
国梦”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项目入选作品
进行了表彰，包括网络剧 《青春正好》

《在你的冬夜里闪耀》《南洋英雄》《追
光》，网络电影 《黑鹰少年》《浴血无名
川之奔袭》《排爆手》《特级英雄黄继
光》《抬头见喜》《以青春之名》《老师来
了！》，网络微短剧《反诈风暴》《我是名
角儿》《麻辣律师团》《新来那小子》《花
开烂漫时》，网络纪录片 《这十年·幸福
中国》《我的时代和我 3》，网络综艺节
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一年一度喜
剧大赛2》等。

本次征集评选活动由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主办，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
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承办。

“青春中国梦”成网络视听精品创作抓手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镌刻于独秀
峰的经典诗文，800年来将桂林的历史风
貌铭刻在华夏文明之中。

除了漓江山水金名片，桂林还有着馥
郁书香。位于市中心的5A级景区靖江王
府的城门之上，“状元及第”4 个石刻字
历经风雨洗刷仍清晰而遒劲。清朝广西贡
院先后考出585名进士、4位状元，且这4
人均是桂林人。陈继昌还成为中国科举史
上最后一位“三元”状元（连中解元、会
元、状元）。

繁华已逝，文脉长存，崇文尚读已融
入桂林的文化基因。今天，作为传承文
明、引领阅读的重要场所，桂林的实体书
店将历史文脉或彰显、或暗含在各个角
落，诉说着书店与城市的“山水相连”。

书山学海 阅读圆梦

在距市中心约 20 公里的临桂区文化
商业综合体——吾悦广场，有一家特色城
市书店，这就是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
荣膺“年度最美书店”的广西韬智书店桂
林吾悦店，它也是广西地区上榜的两家书
店之一。

4月27日，记者来到吾悦广场，很快
在一层较醒目区域找到了韬智书店。虽然
是工作日的晚上，在收款台携书结账的市
民始终未断，其中大多是书店会员。店内
中心区域，是一座红砖木色的圆拱形“城
门”，上方亮出“三元及第”的历史名
片。走进“城门”，长约20米的阅读长廊
两侧，各类书籍精心分类上架。城楼中还
安利了古代学子的“考场秘籍”，“书山
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种阅
读氛围中重温经典诗句别有一番领悟。

店内的桂林历史文化元素，不止这座
“复刻”的城门。以“象鼻山”等景观为
主题设计了绘本阅读区，书山、学海、攀
登、遨游等与阅读关联的词汇装饰橱窗，
展现书店“阅读 圆梦”的愿景。

据韬智书店负责人吴宇介绍，韬智书
店主要以 0—18 岁读者及家长为服务对
象，除了中外文学、少儿文学、课外读物
等种类，对拥趸众多的亲子绘本、青春文
学、悬疑推理等也专设多组书柜，并提供
找书小程序方便读者精准找书。2022
年，书店与桂林4所学校开展了“书香校

园·阅读圆梦”读书推广活动，惠及师生
2000 多人。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阅读征文
活动进校园，吸引近万名学生参与小程序
阅读打卡。书店店长定期到乡镇开展业务
的同时，也会为当地送去一些免费书籍。

记者看到，书店对阅读的倡导鲜明有
力，“时间有限 只读经典”展台精心荐
书，“百城百店共读计划”火热进行。“我
们会继续以‘最美书店’的情怀和担当，
坚守初心，继续传递文化火种，为助推全
民阅读、助力书香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店长刘学青说。

凭高眺远 独秀书香

在桂林的品牌书店中，不得不提独秀
书房的名字。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
团打造的校园书店，它在短短6年多时间
已在广西建成19家门店。其品牌名称中
的“独秀”二字，就出自靖江王府中 66
米高的独秀峰，寄寓着桂林地域文化里的
山水灵秀，又彰显了卓尔不群的文化品
质、独秀前哲的广西学人气质。

记者来到位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
团的独秀书房旗舰店时，已是晚间阅读时

光。书店共3层，在通往二层、三层的楼
梯上，排排书架“拾级而上”。在楼上的
阅读区域，四五名读者正在毗邻书架的沙
发阅读。店长于陈曦告诉记者，壮族盛大
的节日三月三刚过，又遇较大降温，但这
盏城市的夜灯依然吸引爱书人。店内展示
着各类阅读活动的宣传海报，其中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发起的“阅读一
小时”活动已进行到第六年，号召读者
在一小时的时间里，关掉手机，沉浸书
本。往届数据显示，近2.5万名读者在不
同时空中共读，全国累计阅读时长超 16
万小时。

独秀书房公司副总经理陈诗艺介绍，
独秀书房店内设有“八桂特色图书”专
柜，深入挖掘桂林乃至全广西文化资源，
展现八桂大地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人
文风貌，书籍选品上展现广西地区的名
家、名作，如“桂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八桂学人文库系列丛书”“独秀女作家文
丛”等。独秀书房还依托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丰富的作家资源、图书资源、读者资
源，不定期邀请知名作家、文化名人走进
书店，结合桂林在地文化、风土人情、文
化遗产等主题，面向市民开展公益性阅读

类讲座，传承桂林文化，提高市民人文修
养。同时，特聘21位国内知名学者、大
学教授、阅读推广人、非遗文化传承人等
作为阅读导师，开展常态化、广辐射的桂
林特色文化活动，持续向高校师生、桂林
市民读者传递人文关怀、传播人文精神。

始于校园，而凭栏远眺。陈诗艺认
为，独秀书房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校企共建
大学“人文实验室”的形式，构建“书
店+”综合体，以校园辐射城市，展现桂
林乃至广西地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
人文风貌。

爱心书巷 温暖全城

东西巷是桂林的热门打卡地，就位
于靖江王城正阳门前，也是桂林明清时
代遗留下的唯一的一片历史街巷。在烟
火气回归的东西巷，有一个书香弥漫的
地方——桂林十二时辰书局。

十二时辰书局并不是一家真正意义
上的书店，而是一个利用通风凉爽的走
廊打造的 24 小时城市书房。记者看到，
孔子、老子等圣贤塑像位于走廊两端。
过道长约 30 米，宽约 4 米，两侧 7 层高
的古朴书架直通顶棚。书架前的几组联
排长椅可供市民和游客逛累了坐一坐、
翻翻书。

书架上的书都来自市民的捐赠，只能
阅读不可带走。记者看到，书的种类繁
多，品相新旧不一，有些从封面装帧就可
知岁月，还有一些书架上的书未及时整
理、不免零散。尽管晚上的穿堂风很大，
仍时而有人路过时停下来翻翻书。

驻足阅读许久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
去年刚从广西贺州来到桂林，在附近做服
装销售，有时晚上会来这条书巷看看书，
文学、心理学以及修养身心的书是她最喜
爱的。“以前每一个顾客过来，我想的只
是与他成交，通过多读书，我悟出许多处
事的智慧。”她透露，有空会和朋友到图
书馆、刀锋书店等地看书，但买书更多是
通过电商。“和这条书巷产生缘分，以后
我也会往这里捐几本书。”

书架间的格子上，“一条爱心书巷
一座温暖的城”“书里的城 城里的书”
等字条，虽然贴得不甚讲究，却温暖而有
余味。这一个个注脚，汇聚出城市书香绵
延的篇章。

穿行桂林山水间，走进一家家实体书店和城市书房——

城市与书香，如山水相连
□本报记者 雷萌 文/摄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 通讯员冯和
平）河南省叶县实验学校近日开展了“我和
春天有个约会”系列活动之“我的书签·我
的梦”“绿书签”制作比赛活动。让孩子们
当设计师，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构思，用
他们手中的画笔，认真描绘出他们心中的

“绿书签”。
除了此项活动，该校还根据学生各年龄

段开展了书签设计比赛、诗歌朗诵比赛、阅
读思维导图设计比赛等一系列的读书活动。
教师还通过班会讲解什么是“绿书签行
动”，倡导少年儿童树立抵制各类非法出版
物和有害信息的意识。

近年来，叶县为推进“护苗”工作走深
走实，制定下发了《叶县“扫黄打非”基层
示范站和“护苗”工作示范站建设三年规划
方案》，按照“试点先行、特色引领、整体
推进”的工作思路，围绕贯穿南部4个山区
乡镇全长94公里的1号公路、省级“四好公
路”等 6 条线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县乡村旅游民宿农家乐“十百千”工
程重点村，精心谋划打造基层示范站和

“护苗”工作示范站，并充分发挥县第一学
校和第二实验学校省级“护苗”工作示范
站的引领作用，号召全县各中小学校结合
实际，创新方法，围绕“扫黄打非”和

“护苗”工作同心圆，精心植入“扫黄打
非”元素，通过开展形式新颖、内容活
泼、贴近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校园活动，
加大“护苗”宣传力度，凝聚全社会的力
量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形成全社会共
同关心和参与的良好氛围，共同助力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

河南叶县：让孩子们
当上“绿书签”设计师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在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指导下，由协会出版融合工
委、数字教育出版工委、数字阅读工委、数
字音像电子工委、知识服务工委、有声读物
专委共同承办的“中国音数协公开课”（第
二季）于日前圆满落幕。

本季公开课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结合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
划》 和 《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
施意见》 基本要求，共设置 8 课，课时长
度约40分钟。每周二、四下午以线上免费
方式向社会公开播放。公开课邀请行业内
专家和典型企业代表进行专业讲解和案例
分享，话题涉及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应用与
出版科技创新、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路径
探索、主题出版的媒体融合与创新思考、
从丛书出版到知识服务、虚拟仿真课程建
设及应用等，涵盖出版融合、教育出版、
有声阅读、知识服务、大众阅读等数字出
版主要板块。

截至本季公开课结束时统计，累计有超
过 4000 人次观看，人均观看时长约 40 分
钟，具有较高的完播率，得到业内人士高度
认可。

据了解，下一步，中国音数协还将继续
与相关平台合作，严密组织、精心策划更为
丰富的课程内容，同时结合线下实践活动，
形成线上线下的良好互动，提升公开课的影
响力和服务会员的水平。

“中国音数协公开课”
（第二季）落幕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美猴王系
列”丛书阿文版新书发布暨中约文化交流会
近日在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本
次活动以“经典故事出海·中约友好共建”
为主题，共同围绕“美猴王系列”丛书阿文
版的译制出版，分享中阿、中约文化交流代
表案例，交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积
极实践。

“美猴王系列”丛书 （中文版） 自2017
年问世以来，其单册销售突破千万。为将积
极、乐观、勇敢、机智的“美猴王”故事带
给阿语世界，国投集团和中国外文局、朝华
出版社历时近两年，共同完成了“美猴王系
列”丛书阿文版的译制。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
副书记孙智勇表示，此次活动通过新书发
布，向约旦朋友，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分享
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深远魅力。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刘大为表示，近年
来，中国外文局与国投集团紧密加强中外人
文交流方面的协同协作，共同举办中约友好
对话会，围绕美猴王形象制作纪录片、动画
片等一系列合作都收到良好效果。此次活动
是面向阿拉伯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有益
探索和尝试。

朝华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晨曦分享了“美
猴王系列”丛书国际出版背后的故事。朝华
出版社以2017 年推出“美猴王”系列中文
图书起步，打造了“美猴王”童书品牌。今
天，“美猴王”大家庭再添阿文版新成员。
出版社充分结合国内外一线学者意见，综合
考虑中阿在历史、文化、风俗上的差异，对
翻译底本和译文进行多轮打磨修订，以地道
传神的译文高度还原美猴王的传奇历险和英
雄形象。

“美猴王系列”丛书
阿文版发布

位于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巷的桂林十二时辰书局，为市民和游客传递着这座文旅名城
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