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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2022“农民喜爱的
百种图书”亮相书博会

02 要闻

⦾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出版

一只从历史深处飞来的“太阳神
鸟”，点燃了成都的盛夏之夜。古老的
锦官城，与一场青春的盛会热情相拥。

7 月 28 日晚，成都大运会隆重开
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现场，见证“成
都成就梦想”的高光时刻。

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意
象，融入整场开幕式，惊艳世人：穿越
三千年时空，“神鸟”翩然而至、灵动
旋转，十二道金芒闪耀，礼花绽放夜
空，圣火熊熊燃烧……成都，以巴蜀文
化特有的语言，抒发着向光明、向未来
的美好祝愿。

在中国西部首次举办的世界性综合
运动会上，人们又打开了一扇读懂“何
以中国”的窗口。

与此同时，成都往北，广汉鸭子河
畔，“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
星堆上新了。

26 日下午，总书记来到这里考
察，祝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使用。

走进博物馆展厅，犹如走进一个天

马行空的梦幻世界。
“通天神树”上，金乌栖息、游龙

蜿蜒；青铜纵目面具，凸眼巨耳、神秘
庄严；青铜鸟足神像，头顶尊、手撑
罍、脚踏鸟；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
聚成气势恢宏的“方阵”……

展厅里，总书记频频驻足，有时看
完正面，还缓步绕着展柜，察看文物的
不同侧面细节，赞叹“现代人也没有这
种想象力、创造力”。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凝视着这些
熠熠生辉的不朽造物，如何不令人思接
千载。

它们来自哪里？
向总书记讲解的考古专家笃定地

说：“这些文物都是从长江、黄河流域
文明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是古蜀先民创
新创造的成果，有他们对‘天地人神’
的奇绝想象和精神信仰，亦有深受夏商
文化影响的清晰印记。”

“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
汇流的发展历程”，考古之于探寻文明

根脉的意义，总书记看得很重。
青铜时代的风，轻拂过这片土地，

也吹过山河万里。三星堆，正是中华文
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正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

“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
年中华文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
华文明的发现发掘。”总书记说。

“何以中国”的答案，在物，亦
在人。

打小在三星堆遗址旁长大，从事文
物修复工作已经 39 年的“大国工匠”
郭汉中，目光沉静、言语朴实：自己

“只会干这个”。
为受损文物检测分析，使用传统

工具进行矫形，测算残缺部分进行补
配……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
馆里，郭汉中细细向总书记讲述一个神
坛底座的修复过程。

“很复杂啊！你修复这一件要多长
时间？”总书记问。

“至少得一年。”郭汉中答道。

当下，三星堆还有上万件新出土文
物有待保护修复。这项工作，需要“时
不我待”的责任感，又要“凝神屏息”
的细致耐心。

“这个工作不容易！发扬慢工出细
活的精神，慢慢来，久久为功，搞成一
件是一件。谢谢你们为文物保护作出的
贡献。”总书记语含深情。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若无一代代
考古工作者“手铲释天书”的接力传
承，若无一代代文物保护者“甘坐冷板
凳”的悉心呵护，何来文明瑰宝呈现于
世、传于后人。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
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文物承载灿
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
神。只有深入认识古代之中国，才能深
刻理解现代之中国，方能不断创造未来
之中国。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文明之路绵延
不绝。

（下转02版）

从总书记四川之行读懂“何以中国”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由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
选编》，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重要文献集收入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7月成立至2022 年10 月二十大召开
期间关于军事工作的重要文献共119篇。其
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同志的文稿98篇；中国共产党重要
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
院、中央军委的决议、决定、建议、意见、
指示、命令、通知和颁布发表的法律、条
例、白皮书等21篇。部分文献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文献集分为三卷：第一卷收入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的文献，第二卷收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献，第三卷收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献。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共
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
合，创建和培育了人民军队，创造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人民军
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
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
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
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保卫红色江山、维护
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成为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的强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全面回顾和总结百年来党的军事工作的光辉
历程和伟大成就，系统反映党的军事指导理
论的丰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
强军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于帮助广大
干部群众和官兵深刻认识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
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
重要文献选编》出版发行

青藏高原的大山里，茫茫荒野的
任务区。高原驻训的日子里，没有书
声琅琅的教室，也不会有放着音乐的
书吧。远离了喧嚣和繁华，不少官兵
却养成夜读的习惯。

每当夜幕降临，巍峨的雪峰在远
处守望，即使帐篷外狂风肆虐，或是
大雨滂沱，不少官兵围在火炉旁，揽
上一本好书，有时一读就到了深夜。
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为了强军而
读书。

“读书”激发奋斗热情

“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
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
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
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
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高原驻训
场上，陆军某部训练营的学习帐篷
里，一堂“读书明理课”点燃了官兵
阅读分享的热情。战士杨锐正向官兵
们介绍习近平主席在《我是黄土地的
儿子》一文中对知青岁月的感悟，通
过分享习近平主席在知青岁月里吃苦
奉献的故事，教育引导官兵们树立正
确的奋斗成才观。

“读书明理课”是该部建设学习
型军营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部下
大力推进“书香军营”建设，把读书
学习作为培养官兵成长成才的重要途
径。同时结合部队任务实际，着眼官
兵长远发展和现实需求，通过广泛开
展群众性读书活动，采取多种方式引
导官兵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以
此加强和规范官兵读书学习，激发官
兵奋斗成才的热情。

放下手机，端起书本。在一次蹲
连住班调研时，该部领导发现，在休
息时间里，不少年轻官兵成了“低头

族”，不仅互相交流的时间越来越
少，而且文体娱乐活动参与的热情也
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引起了高度重
视，如何减少手机网络、手机游戏对
青年官兵精神世界的“占领”？经过讨
论，该部将读书活动作为抵制“低头
族”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多彩的读书
活动和多样的组织形式为官兵搭建起
一个展示自己、交流思想的平台，同时
还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传诵”激励青春担当

“一段故事、一本好书，阅读的

过程不仅是书中人物的成长经历，也
有官兵自己的心路重塑。”该部二连
指导员董剑君介绍，读书活动开展以
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不再是你讲
我听的简单做法，而是鼓励官兵们集
体阅读、领读串讲。每月组织一次读
书荐书会，鼓励更多官兵走到台前，
围绕经典作品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

掌声又一次响起。下士刘振伟将
《雪域长歌》 的阅读感悟与战友分
享，获得战友们纷纷点赞。

“大家的掌声，是对书中革命先
烈们用生命诠释的‘老西藏精神’最
根本的认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

们把自己的一切都无条件地割舍。他
们不是几个人，不是几个群体，而是
整整一代人。”谈及分享感受，刘振
伟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
赋予的任务，作为‘老西藏精神’
的新时代传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
牢牢守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坚定
不移跟党走。”

读书活动开展以来，该部已经有
百余名官兵成为红色经典书籍的“推
荐官”，不仅让许多经典作品在基层

“广为传唱”，也让官兵在沟通交流中
增进了彼此的感情。

（下转02版）

巍峨雪峰下巍峨雪峰下 静听读书声静听读书声
——解放军陆军某部开展多彩读书活动纪实解放军陆军某部开展多彩读书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萌雷萌 通讯员通讯员 王述东王述东

7月31日，为期5天的第三十一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落下帷幕。
告别展馆，很多观众依依不舍。本届书
博会期间泉城济南遭遇大雨，但雨水拦
不住热爱阅读的人们的脚步，展馆内始
终人流如织。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这场全民阅读
的嘉年华，应该是什么？那自然应该是

“创意书博”“数字书博”“惠民书博”
“全民书博”“文化书博”。

创意书博：
书香与艺术共融互通

“逛书博 看山东”特色文化活
动、“风华齐鲁·文耀泉城”诗词朗诵大
会、“非遗文创与研学”、“书博之夜”
推介活动……书博会组委会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创意文化活动，为书博会嘉宾和
泉城市民呈现一场历史与现代交织、书
香与艺术融汇、文脉与泉脉融合的创意
文化盛宴。

“思政课进书博会”，在展场内，不
时可以看到学生团队在写着这几个字的
条幅后合影。这是组委会组织的“逛书
博 看山东”特色文化活动。济南市历
下区教体局组织 10 所学校学生进书博

会，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学生们参
观“典籍里的济南”展览、“走近圣
贤 典耀中华”主题插画展等展览，并
在现场进行课内小结，收获满满。

“我没想到会是这么盛大的活动！”
来自吉林动画学院的郝小玲很激动，她
的作品入选了山东省青春影像节“书香
激扬青春”优秀作品，并在书博会现场
展示，很多人驻足观看。

在 6 号馆的不熟艺术书展展区，
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创意产品。其中
一个展位展示了近百种来自印度的手
工绘本。青年读者董先生在这里停留
了足有一刻钟，聚精会神地观看绘
本。他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设计工
作，这里展示的图书是手工做的，感

觉很有创意。”
在展馆外，组委会创意策划了“书

博之夜”推介活动。读者可以在大明湖
畔听泉城少年儿童诵读古诗词，可以在
泉城广场、天下第一泉景区参加悦享书
博文化节，可以去当地书店听讲座、看
展览。

数字书博：
科技赋予阅读崭新魅力

永不落幕的“线上书博会”，是本
届书博会提出的一个口号。线上设置了
网上服务平台，搭建了“元宇宙数字展
馆”，建立了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打造了“直播书博”融媒体“中央厨
房”，来不了现场的读者可以通过线上

观博、买书、参加活动。
置身展会现场，从各大出版社展

台，到惠民图书展区、少儿图书展，所
到之处，皆有直播。从一些出版社的自
播品牌成长经历来看，线上和书展相结
合，往往更能汇聚流量，实现大幅增
长，这也是很多出版人看中书展直播售
书的原因。

本届书博会上，“书博优选”直播
带书活动特别邀约抖音、快手等多平台
主播，共同打造书博会线上直播带货的
电商矩阵。书博会现场为主持人周洲、
小小鹰萱妈、清华妈妈马兰花、元梦妈
妈等高人气图书带货达人设置了专属直
播间，为广大用户分享书博会盛况、推
介新书和好书。

（下转02版）

一脉书香 多面书博
——第三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观察

□本报记者 左志红 范燕莹 洪玉华 张雪娇 隋明照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韩佳
诺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9357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3个百分点，文
化产业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7%，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实现营
业收入单季两位数增长。分领域看，上半年
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38711亿元，同
比增长12.5%；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比重为65.2%，占比高于上年同期3个百
分点。

文化服务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娱休
闲行业加速回暖。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 307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4.7个百分点。文
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比重
为51.8%，占比高于上年同期3.4个百分点。

文化新业态营业收入占比接近四成。
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23588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5%，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 7.7 个百分点，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3.9
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
部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为
39.7%，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2.6 个百分点；
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
贡献率为75.6%。

文化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国家统
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表示，受上
年同期基数较低、文化服务业企业经营较
快恢复等因素影响，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5.4%，延续一季度增长
态势。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8.06%，比上年同期提高1.67个
百分点。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7.3%
陆军某部野外驻训官兵正利用业余陆军某部野外驻训官兵正利用业余

时间读书学习时间读书学习。。 丁少华丁少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