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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纸企业绩承压
盈利修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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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在进行
为期 7 天半的主题教育读书班学习
后，近日，重庆出版集团召开集中学
习研讨暨读书班总结会。

据了解，在此次主题教育读书班
期间，重庆出版集团党员干部通过集
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精学精读
与交流研讨相结合等方式，认真研读
了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二
卷） 等学习材料，11 名集团领导班

子成员带头讲认识、谈体会，43 名
中层正职进行交流发言，103名党员
干部撰写心得体会，并开展学习情况
自我测评，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重庆市委宣传部巡回指导一组组
长、市纪委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王平等到会指导。重庆出版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陈兴芜说，
通过7天半的学习，集团全体党员干
部政治站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要以

此次主题教育读书班为新的起点，在
理论学习上要悟真思，努力把理论学
习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行动。在调查研究上要下真
功，紧密结合集团工作实际，提出可
操作的对策意见，切实解决存在的实
际问题。在推动发展上要使真劲，按照

“做强主业、做优产业、守正创新、高质
发展”的工作思路，深耕出版主业，进
一步推动融合发展。在检视整改上要

动真格，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
终，与巡视整改相结合，深入反查反
纠、查摆不足，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参加主题教
育专题读书班的学习，进一步深化了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认识。接下来，要进一步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巩固深化拓展读书班学习成果，
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重庆出版集团

以学习实效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雷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牢牢把握总要求和
根本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
推进理论学习，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着力推动发展，务求取得实效。

在主题教育中，江西省出版传媒
集团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沉浸式”
学习。认真研读《习近平著作选读》
等8种学习材料，结合专题辅导和红

色走读，举办两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学习和一期专题读书班。坚持

“深入式”研讨。围绕学习体会和工
作举措，集团各级班子成员开展交流
研讨8次，参与人数152人次，形成
研讨材料 150 余份。坚持“融入式”
授课。建立集团领导班子挂点联系机
制，分管领导到联系点、分管领域讲
专题党课。集团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以

《深刻把握总体要求 助力文化强省
建设》为题讲专题党课，实现党员学

习全覆盖。
同时，集团注重成果转化，围绕

服务中心优选课题。集团班子成员围
绕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发行板块阵
地渠道建设和多元业态拓展、省文投
基金助力文化强省、网络文学健康转
化等8个课题开展调研。围绕深入实
际找准问题。按照既“身入”更“心
至”的原则，深入基层一线，详细了
解情况，精准发现问题，制定问题清
单。围绕成果转化提实举措。通过深

入细致的调研，努力取得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和推广成果。目
前已完成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项
目管理办法、数字化应用场景、安全
生产标准化等9项成果。

据了解，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充分发挥主渠道主力军主阵地
作用，累计配发主题教育学习材料
130余万册，印制学习材料60万册，
并策划出版《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
百年辉煌之成功秘诀》。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

强化理论武装 注重成果转化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司城街道一字
社区内，一条蜿蜒的小路隐藏在绿油油
的农田之中，沿小路前行便进入一户简
朴的农家三合院，“光伟图书馆”就坐落
在其中。

进院后，右侧墙上的各类入馆须知，
与左侧敞开的房间内堆满书的一角，展
现着这个农家小院与“图书馆”的联系。
创办人陈光伟已经76岁，饱受风湿和腰
肌劳损之苦的他一谈起馆中的藏书就精
神十足：“这些书都是文化的传承！”目前
馆中共有藏书4万余册，而且几乎都是
他一本本捡回和淘回的。在他看来，他捡
回来的不是“废纸”，而是知识与希望。

攒下一座“图书馆”

“以前想多看书，却没得机会。”5月
24 日，陈光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有些无奈地说道。1960
年，小学毕业的陈光伟因成绩优异被巴
中师范录取，然而几个月后他就因家贫
被迫回家务农。“那时候天天偷偷哭，不
想离开心爱的学校啊，想读书。”这成为
他一生的心结，“我文化程度不高，一直
觉得对社会没啥贡献。”

但他始终不忘读书，一有空闲就拿起
能找到的带字的纸，贪婪地阅读起来，无
论是书籍的残页还是报纸的碎片，他都读
得津津有味。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
陈光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急需
赚钱养家的他背起篓、拉着车，开始走村
串户收废品，这也是他“捡宝”的开始。

一开始他收得最多的是废旧报纸和
期刊，这些被别人当作废纸的报刊，却被
他当作宝贝分门别类地收集好。3年后，
勤劳肯干的他有了自己的废品收购点，
渐渐地回收的旧书也开始增多。对这些
书，他都小心翼翼地抹去灰尘，将它们整
齐地码好，放在废品站中的一间屋里。

对于收藏的书籍，陈光伟有自己的

标准：党政类、文史类精挑细选，武侠言
情小说则一概不选。80年代和90年代初
期，不少学生对这类图书过度沉迷，对此
他至今还耿耿于怀：“娃子们应该多看有
营养的书。”

1997 年，陈光伟已经积攒下近 1 万
册图书，看着这些他以前梦寐以求的图
书，再联想到自己曾经的遭遇，他决定建
立一间“图书馆”，让乡亲们特别是孩子
们免费借阅。于是他在废品站的旁边租
下一间房，自购了书架、桌椅，“光伟图书
馆”便正式成立了。

他拒绝了不少“橄榄枝”

“图书馆”成立后，陈光伟不仅为其

拟定了规章制度，还制定了服务宗旨：
“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科技事业；创立万
卷书阁，开展无偿服务”。为了更好地管
理图书，他还自学了图书编码规则。除
了图书借阅册，他还准备了纸笔，方便读
者做读书笔记，因为他自己的习惯就是

“不拿笔不端书”。
一开始周边的人对此都持观望态

度，直到有返乡的大学生愿意尝鲜借书
后，大家才开始活跃起来，周边的孩子
或者年轻人要是想看些什么书，都会上
他这里来翻翻，而陈光伟也会帮着他们
做做参谋。面对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
陈光伟也愿意为他们购买专业书籍与纸
笔，“只愿他们不留下和我一样的遗
憾”。后来读者越来越多，每一年陈光

伟都写光好几个本子。
除了淘旧书，陈光伟还自掏腰包买

书，刚开馆的那几年他一年有2万余元
的收入，大部分都让他购买了书籍，这
种举动让家里人十分不理解，但陈光伟
却一直坚持，因为在他看来图书就是传
承，这也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他能为
社会做的一份贡献。

这其中陈光伟就淘到了不少珍贵古
书与文献，他坦言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图
书的价值，然而他抚摸这些图书泛黄的
书页时，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他便下
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古书留存或买下
来。据不完全估算，30 多年来他花在
买书上的钱有百万元之多。

起初这些古书都是摆在馆中供读者
翻阅，自然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
一天有一个读者拉着陈光伟悄声和他商
量：“您把馆里的这些书都卖给我，我
给您 300 万元。”陈光伟一听觉得有些
蹊跷，在他的追问下那人坦言是看上了
馆中那些古书，对此陈光伟一口回绝：

“书不是发家致富的工具！”
后来陈光伟拒绝了不少人抛来的

“橄榄枝”，不少书商则背后嘀咕他是
“待价而沽”。然而在 2016 年，陈光伟
通过一名采访过他的记者，联系到了四
川省图书馆，无偿捐赠了 1166 册线装
书和 52 册平装书。这些图书大多为清
中晚期刻本，涉及经、史、子、集诸
类，其中包括 19 种不同版本的清末

《康熙字典》 与21种 《字汇》，让行业
专家惊呼“相当珍贵”。

“书应该有好的归宿，专家们修复
好后还能把这些书传承下去，这些书比
放在我这里更合适。”陈光伟笑着说。
即使是捐出了这些古书文献，现在还有
人开价200万元要买下他现在余下的这
些藏书，对此陈光伟答复得更是坚决：

“我活着和死后都不会卖掉它们！”
（下转02版）

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位老人用30多年时间，花费上百万元，做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
记者日前在巴中市采访调研时，走进陈光伟老人的“图书馆”，倾听他和书的故事——

“捡”出书香一片天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文/摄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全民阅读标
准建设工程启动会30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
席朱永新视频致辞。

朱永新指出，在国家层面建设科学系统
的全民阅读标准，对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
趣、培养好的阅读习惯、提升阅读素养，进
而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大国意义重大。要致力于建设世界水
平、中国特色的全民阅读标准，编纂以人为
本、面向全体国民的全民阅读文库，开发科
学、简明、实用的全民阅读智慧测评系统，
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让书香浸润社会，建
设书香中国。

教育部负责同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工程顾
问、咨询专家、参与单位代表、工作专班成
员等参会。

全民阅读标准建设工程
启动会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上海5月29日电 （记者许
晓青 孙丽萍）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29
日宣布，来自10个国家的12部电影入围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有印度的《约瑟
夫的儿子》、英国的《火种》、日本的《你好，妈
妈》和《658公里、阳子的旅途》、西班牙的《遗
迹的声音》、伊朗的《被惹怒的电影人》、比利
时的《琴声诉忆》、意大利的《人生初日》，以及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合拍片《妮娜》。东道主中
国也有3部作品入围，分别是《不虚此行》《第
八个嫌疑人》《寻她》。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
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9日至18日举
行，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17日晚举行。

十国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出征太空。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中，“85
后”教授、博导桂海潮吸引了众多目光。作
为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执行飞天任务，
戴着眼镜的桂海潮迅速圈粉。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其中的
“星”，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为祖国科技事业
不懈攻坚、默默奉献的群体。全媒体时代的
创新传播，让这个群体更多地为公众所熟
悉，令人可亲可感。不论是科学家、航天员
还是他们的精神，都需要生动的故事来讲述
和诠释，讲好故事是科学走近大众的路径。

此次“四飞”太空的景海鹏，尽管已经
57岁，每天仍坚持做600个俯卧撑、600个
仰卧起坐、上千次跳绳。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邓清明，备战25年终于圆梦太空的故事令
人心生敬意。新闻媒体从航天员的故事中，
挖掘最具特点、最有共情的一面，令读者能
从个人的奋斗历程中体味家国情怀的含义。

讲好励志故事，弘扬科学精神，要从平
凡中透视光芒。红星新闻采访桂海潮家乡云
南施甸的老师、同学，一句“小县城不只有

‘做题家’，也能走出航天员”，定能激发学
子们的励志豪情。5月29日，新华社推出的

《凡人微光》短视频中，乡村科学老师带领
学生制作“水火箭”，从孩子们眼里的光中
能看到科学的蓬勃未来。

让科学知识不那么遥不可及，从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
空间站，到神舟十六号增强使用北斗导航信
号可靠性，新闻媒体不断尝试用深入浅出的
话语，展示强国飞天梦中每一项突破、每一
个脚印。

今天，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创新创
造的氛围，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作为承担重要职责的新闻媒体，更要运用好
全媒体手段讲好故事，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发挥媒体力量。

讲好“星辰”故事
呼应时代强音
□雷萌

多年来，“光伟图书馆”服务了大量读者，为当地播下一片阅读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