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 ■责编：陈妙然 ■版式：桂政俊 ■责校：张良波
要闻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从总书记四川之行读懂“何以中国”

巍峨雪峰下 静听读书声

一脉书香 多面书博
（上接01版）

本届书博会还特别推出了不少数字体
验空间，观众可以观看“童心向党”VR
主题展，在“小荷听书”有声读物出版阅
读平台听书，在数传集团体验由图书改造
的中国航天空间站项目。在河南展区，不
少读者沉浸式体验《山海经：中国神兽图
鉴》一书中的神兽世界。该书责任编辑吕
玲说：“这样的活动不仅让读者领略了元
宇宙山海世界的奇幻之美，也让出版人感
受到元宇宙与图书融合的创新潜力。”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新颖、奇特
的沉浸式阅读体验，正是数字书博的一大
魅力所在。

惠民书博：
吸引众多家庭购书团

本届书博会期间，“惠民”特色贯穿
始终。早上从3号馆进入展场，大厅内总
有“绕圈”排着的队伍，吸引读者排队的
是免费领取、无门槛使用的纸质惠民券。

书博会开始前三天，电子惠民券就已
经在“书博购”等平台发放。现场，展台
前、结账处都有满减惠民券二维码，扫码
可领，自由拼单、自主结账。

在展会特设的惠民购书专区，记者看
到近百个整齐排列的图书展台上仅童书就
细分为绘本、科普、文学、有声书等多个
区域。展区工作人员介绍说，希望从一本

好玩的童书开始，引导更多小朋友爱上阅
读。折扣叠加惠民券的优惠力度，让惠民
购书专区每天都是“团购”的场景。

“大人爱读书，小孩子才能养成阅读习
惯。”带着两个孙女购书的杨先生认为，这
个展区很适合家庭“团购”，不同年龄的两
个孙女都能自主找到喜欢的书，他也能专
心寻找自己爱读的国学、散文等方面的书。

不只是惠民购书专区，展会期间，很
多图书展台前都有家庭购书团的身影。一
位自主结账的读者展示了他购买的《弟子
规》、《边城》、字典等一大包图书，现场
折扣叠加惠民券之后还不到200元。他笑
着说：“逛一次展会一家人的书都有了。”

全民书博：
打造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我跟着爸爸妈妈看了好几个展览，
还听了好几场活动”“我觉得非常新鲜有
趣，这些活动也为我的学习生活增加了很
多的乐趣”“正好赶上周末，赶紧带孩子
来熏陶熏陶，希望他能爱上读书”……在
本届书博会上，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逛书
博会，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表达了

对阅读的喜爱。
主会场设有“新时代 新经典 新征

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出版物展暨全国图书精
品展、绿色创意印刷展、“我的书屋·我的
梦”主题书画展等重要展览，组织开展全
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少儿阅读节
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参
与。在临沂市设立分会场，在山东全省各
县（市、区）新华书店设书博专场，全省
人民都可以在家门口参加书博会。

参与书博会的，既有意气风发的青
年，也有正在过暑假的少年，既有白发苍
苍的老者，也有坐在婴儿车里的孩童。无
一例外，他们都是奔着好书而来。

家长王女士带着 6 岁的孩子参加了
“风华齐鲁 文耀泉城”全民阅读主题朗
诵会，她告诉记者：“书博会上人很多，
活动也很多，已经根据书博会观展指南，
带孩子参加了好几场活动。”

文化书博：
传统文化与齐鲁文化交汇

传统文化内容在多个省区市展台占据

“C位”，富有地域特色的多彩活动则展示
出多姿多彩的齐鲁文化。

全国图书精品展上，新时代重大文
化工程展览部分，《复兴文库》、“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两部鸿篇巨制引人注目。
在浙江展区，一整面墙展示“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还配上了《千里江山图》长
卷，中国画之美尽情铺展开来；在天津
展区，精致的工笔画、精巧的鼻烟壶与
泥塑等文创产品吸引许多观众细细品
赏；在陕西展区，刚刚通过背诗考验的
宋女士获得了解锁隐藏款印章的机会；
在东道主山东展区，《儒典》被码放在古
色古香的木质书架中，让人感觉仿佛走
进了千年前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贤
的精神世界。

走进6 号馆，济南烙画、临沭柳编、
鲁绣等展示异彩纷呈，山东人民的勤劳与
对美的追求尽显其中。在非遗代表性项目
精品展展区，展出了来自全国的40多项
非遗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潍
坊风筝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红卫热情地向
驻足的观众讲解着风筝背后的传统文化知
识，生动有趣的讲解，让观众不断发出

“哇，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第三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虽然

已经落幕，但书博会点燃的全民阅读的热
情却不会消退。当一册册图书从书博会飞
入寻常百姓家，书香将在齐鲁大地播撒，
并充盈神州大地。

（上接01版）
此次，总书记乘坐高铁入川。过中

原、进关中，穿秦岭、越巴山，列车风
驰电掣的路线，大致就是沿着古蜀道的
走向。

25 日下午，考察第一站，总书记来
到位于剑门雄关附近的翠云廊。

这段古蜀道，之所以有如此诗意的名
字，正是由于“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
苍”的奇观——长达 300 余里的古道两
旁，竟植有古柏12000余株。

沿着古道，凝望动辄上千年、甚至两
千多年的古柏，令人不禁遥想秦关汉月、
唐风宋韵，回味那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传
说故事和朗朗上口的诗句名篇。

古道和古柏，相伴而存；自然与人
文，相映成辉。

置身其中，总会好奇：这些古柏究竟
何人所植？

来自西华师范大学的蔡东洲教授，对
此颇有研究。他向总书记介绍，千百年时
光，从“官民相禁剪伐”禁令、“交树交
印”制度到如今的“官员离任交接”“林
长制”“树长制”……代代种、时时护、
人人护，“这是前人留下的财富，我们要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古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翠云廊不是一
天植成的，靠的是时间的力量，靠的是人
民的力量。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有点

没看够的感觉。”总书记十分感慨，“在这
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义，
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这样的情景，如此熟悉，又意味
深长。

犹记得 2016 年 5 月，小兴安岭深
处，黑龙江伊春市的林场里，仰望一
棵擎天红松，总书记感叹“这就是时
间感呐！”

犹记得2021年4月，在湘江之畔的广
西毛竹山村，驻足于一棵800多年的酸枣
树前，看了又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
的树，都有敬畏之心。”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这
其中蕴藏着“何以中国”的深厚智慧。

古道蜿蜒，劈山开路、伸向远方。古
柏参天，扎根大地、枝繁叶茂。

往事越千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的千古嗟叹，早已成为历史。

今天，中国西部的版图上，绿水青山
间，道路纵横。古蜀道之畔，西成高铁、
京昆高速等“超级蜀道”重塑时空，42
条进出川大通道，通达四方。

新时代的道路传奇，还在延续。
沿着这条路眺望，中国式现代化大道

如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景无限荣
光：“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文明
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去，还要
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

（上接01版）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
黑暗……”雷锋写在日记中的句子，被军官段
延涛“珍藏”在心里，并写进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中，“广大青年官
兵要像雷锋一样将火热青春投入军营，在军
营的‘大熔炉’里淬火加钢，将远大理想抱负
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主动联系在一起。”

该部还积极组织阅读排行榜。官兵以
班、排组队的形式共读一本书，互评一本
书；鼓励官兵参加“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
活动，将优秀获奖作品进行展读，激发官兵
阅读热情；开展“日读一小时”活动，鼓励
官兵挤时间阅读，用好碎片化时间，逐步提
高官兵对读书学习的重视程度，养成好读
书、读好书的习惯。

“苦读”增强兴军本领

为了提升某型狙击枪高海拔地区射击精
准度，排长张欢经常晚上熄灯后挑灯夜读，
线下线上查阅收集相关资料，不断探索完善
狙击修正方法；

修理技师舒涛在一次执行运输保障任务
中，某型运输车在高原地区爬山时，高低速
档位切换不流畅，而且发动机声音不正常，
返回连队后，他通过阅读书架上新到的车辆
故障维修书籍顺利攻克这一“新情况”；

演习场上，无人侦察要准要快，更不能暴
露自身，该部无人机技师薛洪伟在熟悉专业
操作的同时，更深研基本原理和互联网知识，
下大力提升无人机侦察精度可靠度和稳定
性。该部官兵瞄准未来战场，通过苦练深学，
不断提升读书学习对练兵备战的贡献率。

随着各类信息化装备不断列装，各战斗
岗位对官兵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越来
越多的官兵感叹，当今世界，知识、技术更新
速度越来越快，不及时进行学习“充电”，很难
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此，该部对标岗位
需要和专业需求，结合院校培训、厂家送学之
机，有针对性地购买专业书籍、教材供官兵学
习参考。为了提升军事专业水平，不少官兵
主动将空闲时间用在读书自学上，学习军事
理论，自主攻克难关，潜移默化的读书学习熏
陶，助推官兵知识体系的提升。

书香满军营，助力强军梦。随着读书学
习质效不断提升，一本本好书成为官兵成长
路上的一块块铺路石。今年以来，为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学习走深走实，该部在学习室设
置习近平强军思想专题学习专区，在官兵班
排宿舍、野营帐篷内设置学习专栏，广泛开
展“读原文、学原著”专题读书月活动。

“学懂弄通党的创新理论，就能把它转
化为认识、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
和工作方法。”该部领导表示，干部骨干要
带头领读深读理论著作。在要求官兵阅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等重要著作的基础上，更鼓励官兵主动拓展
阅读红色经典和党史著作。广大官兵在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使长劲，真
正理解掌握蕴含其中的学理、道理、哲理，
做到既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
然，通过学习自觉坚定对党的绝对忠诚，对
强军事业的无限挚爱。

本报讯 （记者王勤 见习记者牟
艺） 7月27日—31日，2022“农民喜爱的
百种图书”展区亮相第三十一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4列图书展陈书架上，陈列
着 2022 年推选出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
书”，吸引了不少观展者驻足观看。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 2022“农民喜
爱的百种图书”共有 30 种政经类图书、
10 种科技类图书、20 种医卫生活类图
书、20 种文化类图书、20 种少儿类图
书。其中包括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等二
十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以及《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四卷，《论

“三农”工作》等一批党的创新理论著作
和主题出版物。既有《沧桑百年间：中国摆
脱贫困影像记忆》《党建+新农人致富：富
农富民第一课》等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成果、帮助农民提升致富技能的图书，也
有《靠山》《远去的白马》《红色经典阅读少
儿版：小英雄雨来》等引导农村青少年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的读物，以及《农
村食品安全手册》《智享未来——老年数字
生活新体验》等关爱农民群众身心健康、预
防疾病、滋养心灵的书籍。

山东省济南市馆驿街小学学生周淑曼
一进入主题出版物展区，就被“农民喜爱
的百种图书”中的绘本吸引：“《追光少
年》《我的爸爸在哨所》《中国国家博物馆
儿童历史百科绘本》都很好看，我尤其喜
欢这本《大鱼》。”

“这个展区特别好，完全是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的一个体现。响应农民的阅读需
求的同时，也为我们出版社提供了榜
样。”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编辑吕华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做书过程中，会

以“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为标准进行专
题选题策划，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选出的这些图书不仅农民朋友爱
看，我们也爱看。”河南省新乡市委宣传
部一级调研员张牧童为图书点赞的同时，

也表达了自己的希冀，“现在去农家书屋
看书的主要是孩子，期待推选出更多更好
的绘本，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

2022“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作为中
宣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主办

的“新时代乡村阅读季”重点活动之一，
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指导，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通过农民群众和
地方宣传部门推荐、专家初评、网络投
票、专家终评4个环节推选产生。

2022“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亮相书博会

本报讯 （记者洪玉华） 7月28日，
“Books New+书业新生态——面向未来
的思考”论坛在第三十一届书博会现场举
办。论坛以“听党话、跟党走，开好局、
起好步”为主题，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韬奋基金会指导，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民营工作委员会主办，山东金榜苑文化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表示，本届
书博会上，民营书企为山东全民阅读活动
捐赠的图书达到160万码洋。此外，很多
民营书店已成为城市爱书人乐于聚集、读
书听讲座的场所。未来，在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中，民营书企必将获得更大发展。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在
致辞中说，中发协将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为第一要务。希望民营书企把握
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做文化强国和高
质量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同时，加快融
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科技新兴价值链；推进
全民阅读、创新阅读服务，助推实体书店高
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山
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山东省梁山县
副县长陈秀生分别作主旨演讲。

书业新生态论坛
关注面向未来的思考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7 月 27 日，
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组织编写、中国版
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主编的 《2022 年

“我的书屋·我的梦”优秀作品集》 新书
发布会在第三十一届书博会上举行。

2022 年，中宣部印刷发行局组织开
展了“我的书屋·我的梦”主题活动，
一年来全国共组织开展了阅读实践活
动 30 余万场次，征集征文、书画作品
近 40 万篇 （幅），经过层层推荐、优中
选优，共推选出优秀征文作品 69 篇，
绘画作品 68 幅，手抄报作品 60 幅，硬
笔书法作品 91 幅，软笔书法作品 104

幅，优秀作品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结集出版。

全书共两册，分别为 《2022 年“我
的 书 屋·我 的 梦 ” 优 秀 征 文 作 品 集》

《2022 年“我的书屋·我的梦”优秀书
画作品集》，并配套开发了图书文创产
品。图书选用绘本画家蔡皋的绘画作
品 作 为 封 面 插 图 ， 在 编 辑 出 版 过 程
中 ， 坚 持 高 标 准 、 高 质 量 的 工 作 要
求，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注重突出
孩子的声音，同时也注意引导和规范
孩子的表达和创作，充分展现童眼童
心描绘下的童文童画。

《2022年“我的书屋·
我的梦”优秀作品集》首发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 7月28日，天
津市河西区图书馆联合天津警备区河西第二
干休所和河西区尖山街光明里社区，共同举
办第十二届“书香飘军营”读书活动暨“迎

‘八一’薪火相传 军民共建鱼水情”主题
文化志愿活动，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
光荣传统，增强军爱民、民拥军的情谊。

活动中，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党支部书
记、馆长刘霄向官兵代表赠送图书，为干休所
老干部送上节日的祝福。该馆小志愿者用诗
词朗诵表达心中的爱国情怀。该馆悦读之家
学雷锋志愿者朗诵了《红船，从南湖起航》，回
顾光辉历程，赓续红色血脉。在西岸图书漂流
基地图书阅览室中，该馆工作人员为战士们
介绍了基地的藏书及数字化阅读设备，引导
大家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据悉，河西区图书馆以“西岸图书漂流基
地”为载体，自 2012 年开展首届“书香飘军
营”读书活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2届。

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举办
第十二届“书香飘军营”读书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绘本故事只能
大人来讲，小朋友来听吗？近日，2023 长
春市民读书节期间，长春市图书馆青少部举
办的“小树苗·绘阅亲子故事会”，带给大家
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不好了！不好了！月亮掉进井里了！”
35 名小读者跟着桃子老师一起把 《猴子捞
月》的故事表演得惟妙惟肖。随着老师的讲
读，小读者们时而模仿猴子们发现月亮掉进
井里的焦急神情，时而聚成一圈研究解决办
法，时而排成一队尽力打捞月亮……在讲读
中融入表演，让孩子亲身体验故事情节，不
但使讲读更有趣味，孩子们也更能读懂绘本
故事里蕴含的深意。

“小树苗·绘阅亲子故事会”是一项面向
全市低龄儿童长期开展的公益性阅读推广活
动，每周六上午在长春市图书馆青少部多功
能活动室举办。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
“小树苗·绘阅亲子故事会”

第三十一届书博会上，2022“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展区吸引众多观展者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王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