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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推进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工作调研纪实

05 版权监管周刊·封面

今日看点

“谈经论道·我的30年”

其其格：从未想过离开编辑事业
02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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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筚路蓝缕铸就甘肃学术丰
碑，几代人呕心沥血写成陇上学人大
传。近日，《陇上学人文存》第十辑出
版发行研讨会在甘肃兰州举行。至此，
这项大型学术积累工程经过 15 年的努
力，累计出版 10 辑 100 卷，收录文稿
3000 万字，打造了一部甘肃各学科代
表性学人及其成果集锦式的当代学术思
想史。

作为一部个案式的陇上当代学术思
想史，《陇上学人文存》精选了1949年
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成就
卓越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论文、著
作、研究报告等成果，通过一人一部文
选形式，从整体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陇上学术的筋骨脉络，彰显着陇原文
化的精气神，承载了陇原学问精华，传
承着陇上学术根脉，为后代学者树立起

治学标杆。

严格入选标准和学术编辑制度

《陇上学人文存》总主编之一王福
生把该《文存》比作甘肃当代学术史的

“凌烟阁”。在他看来，《陇上学人文
存》100卷的编辑出版是耐住寂寞、坚
守学术、前车后辙、锲而不舍的结晶。

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原彦平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陇上学人
文存》先后被列入《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与发展“十二五”规划》《华夏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十三五”规划》《甘肃省哲
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作为甘肃省重要文化建设项目，
《陇上学人文存》的编纂想法最初由时
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于 2008

年提出。次年，甘肃省社科院正式启动
《文存》编纂出版工作。王福生说：“经
过15年的持续努力，《文存》已在甘肃
省内外社会科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
为我省著名的学术品牌、文化品牌。”

“当时我们想的是用10年的时间完
成。我们的愿望是坚持10年，《文存》
每年出 10 卷，到 2019 年达到百卷规
模。”对于最初的愿景，同是《陇上学
人文存》总主编之一的范鹏说，由于种
种原因，《陇上学人文存》 并未能在
2019年如期完成10辑百卷的编纂出版
任务。“尽管‘拖堂’5 年，却终于修
成正果。结果与初衷在范围上有所区
别，但这丝毫没有削弱 《文存》 的质
量，而且更具有时代气息。”

“以后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干什么
事儿，这个总主编我是要当到底的！”

《陇上学人文存》编纂出版工作启动伊
始，范鹏下定决心。回顾 15 年的编纂
出版历程，开始几年他还真操了心、跑
过腿、要过钱、送过书、看过稿，交了
不少学界的朋友。“我不敢说所有该入
选的都选进了《文存》，但不该入选的
则基本没有。”范鹏说。

为了确保编纂出版工作的高水平，
《陇上学人文存》编研团队建立了一套严
格的入选标准和学术编辑制度。专门成
立了由十几位省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通过专
题会议研讨、学术机构和个人举荐等方
式确定入选者。同时，坚持实行学术编辑
制度，选派对卷主最有研究的学者担任
学术编辑，一些资深专家和省外著名大
学的学者先后加入了学术编辑队伍。

（下转02版）

历时15年编纂，《陇上学人文存》荟萃甘肃人文社科代表性学人及其成果——

百卷修成正果 传承嘉惠后学
□本报记者 田野

本报讯 （记者袁舒婕） 7月5日，第
33 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材料在中国记协
网、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至
7月12日中午12时结束。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通过电话、传
真、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国记协评
奖办公室提出意见。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
将对有关违规情况的举报进行核实、处
理，评议意见将提交审核委员会、评选委
员会参考。

评选工作结束后，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
还将公示评选结果。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电话
010-61002846，传真 010-61002726，电子
邮箱5826@vip.163.com。

第33届中国新闻奖
参评作品材料开始公示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研讨会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
务印书馆）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南京举行。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在
致辞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一书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可持续发展作出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融合国际视野和中国理
念，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在
逻辑，深入剖析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
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提供了重
要借鉴。

本书作者、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说，
此次修订重点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同时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由理念变成行
动的现实需求。

张爱军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社科联主席曲福田等共同为新书揭幕。来自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
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该书为将可持
续发展经济问题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领域
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
体系的一本力作。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首发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7 月 3 日，
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在福建泉州开
幕，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纪
录片制作人、导演、专家学者共赴这场纪实
影像的盛会。

本次大会主题为“弘扬海丝精神，记录
时代变迁”，致力于以纪实影像为媒，促进
海丝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纪录片产业
的合作与发展，为海丝沿线国家民心相通、
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贡献。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在开幕式上表
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
建大力实施“讴歌新时代 记录新福建”纪
录片创作传播工程，推出一大批纪录片精
品。希望海内外业界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广
泛交流，务实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纪
录片事业繁荣发展。

会上，国内外知名纪录片人士共同签署
的 《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纪实影像合
作共同倡议》 正式发布。两届奥斯卡获奖
者、国际知名导演柯文思宣读倡议，呼吁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
作。同时，由中国、加拿大、新加坡三国合
拍的《象行记》，中国、新加坡合拍的《跨
越时空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美国合拍的

《田野之上》（国际版），中国、柬埔寨合拍
的《永恒的朋友》，中国、埃及合拍的《海
丝双城记》等5个国际合拍项目签署了合作
意向。

本次大会由中国外文局、福建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泉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
在福建泉州举办

7月5日，江苏南通如皋市图书
馆“书香之旅”研学活动中，小学生
正在学习古籍刻板印刷知识。

暑假到来，如皋市如城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组织沿河村学生，走进
如皋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之旅”研学活
动。通过学习古籍刻板印刷知识、到
少儿阅览室体验借还书等研学项目，
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

徐慧/视觉中国

小学生开启
书香研学之旅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王
宾） 7月5日，“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外嘉宾认为，当今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世界
各国紧密联系、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发

展大势，着眼凝聚国际社会求和平、谋
发展、促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鲜明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 年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时代潮流和各
国人民期待，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
成果日益丰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
影响。中外嘉宾表示，破解当今世界发
展难题，需要汇聚国际社会各方智慧和

力量，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探索现代
化之路；期待深入地开展学术和智库交
流合作，推进文明互学互鉴，增进人民
相知相亲，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迈出新步伐。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会议设“重振全球发展进程”“建

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平行分
论坛，以及减贫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议程专题研讨会、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专题研讨会。来自国外政界、国
际组织、社会科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中外智库、媒体界代表共 200 余
人与会。

“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讯 （记者黄琳）浙江省委宣
传部、浙江省教育厅等 9 部门印发的

《浙江省青少年学生“爱阅读”读书行
动方案》 7 月 4 日发布。方案统筹政
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通过3—
5年的努力，常态化高质量开展青少年
学生读书行动，打造具有浙江辨识度和
全国影响力的青少年学生读书品牌。

方案要求，要坚持全面育人与差异
发展相统一，启发引导与循序渐进相统

一，系统推动与协同服务相统一，常态
长效与常创常新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丰
富“有字书”“数字书”“无字书”纵横
贯通的阅读路径，创新阅读载体，完善
评价体系，健全激励机制，强化示范引
领，让校园书香味更浓，学生“爱阅
读”蔚然成风，家校社“助阅读”风尚
基本形成。

在阅读内容上，倡导大中小学生广
泛全面开展阅读，引导青少年学生珍惜

大好年华，充分利用阅读黄金期，博览
群书，拓宽视野；多形式向大中小学生
推荐阅读书目，进一步丰富学生阅读内
容，确保读物质量，鼓励学生读经典、
多读书、读好书。

在阅读方式上，倡导多种形式的阅
读，如师生共读、亲子阅读、名家领读、名
著导读、经典诵读、沉浸式阅读等；注重
阅读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将阅读与教育
教学相融合、阅读与悟思实践相融合，以

及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相融合。
在行动载体上，可以分层级举办读

书活动，分主题开展读书活动，分对象
开展专项读书行动。针对“书香校园”
建设，要注重优化学校读书环境，高品
位建设校园图书馆；优化学校图书配
置，丰富图书配备，改善阅读条件，保
障学生阅读需要；共建共享馆校资源，
加强适宜、优质、多样、健康的阅读资
源建设。

浙江发布青少年学生“爱阅读”读书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