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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12月1日，新华文
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南书城迎来了迁址
焕新。

1998 年 10 月 1 日，西南书城在四川省成都
市上东大街开业，曾是中国西部较大的图书发行
网点。25年来，西南书城一直满足着成都市民
对精神文化的渴求，被誉为成都乃至全川读书人
的购书天堂，陪伴了几代人的阅读成长。

焕新后的西南书城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二环
路西二段 12 号蓝润摩里中心，面积 5000 平方
米，线上线下展示销售图书80万种、文创产品
10万种，弥补了成都城西片区缺少大型书城的
空白。书店充分融入在地文化，打造川派文化，
升级云店功能，线上线下深入融合，从阅读体
验到业态进行了全面升级。

西南书城内，主题展台回顾了二十五
载的文学岁月；作者的亲签本，见证了创
作的艰辛与激情；特色文化区将三星堆的
神秘与市井的趣味相结合；新生代作家
的微展览和ACG（动漫、游戏）聚集地展
现了年轻人的创意与活力。在店内，还
可以看到装帧博物馆讲述着书籍的厚重
历史和别样风情；全国原创图画书首发中
心见证着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生机与活
力。身在店外，只需轻轻一点，即可全方位
体验线上逛书店的便捷；进入店内，通过云
店体验专区便可享受到线下书店的温馨。

此外，焕新的西南书城还扩展了多元业
态，新增了餐厅、宠物店。

新华文轩西南书城迁址焕新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12月1日，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知识服务工委
2023 年年会暨出版业知识服务创新发展
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推动融合发
展，深耕知识服务”为主题，围绕新时代
数字文明、出版业知识服务模式、深度融
合发展路径、AIGC （人工智能内容自
动生成技术）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大数据
与数字版权等相关议题展开探讨，来自出
版单位、科研院所、科技公司等机构的专
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分享了精彩观点和丰富
案例。

针对出版业开展知识服务，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毅敏

认为，出版单位要提高认识，深刻认识知
识服务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深耕
内容资源，提高产业附加值，通过延伸知
识服务产业链，重塑知识服务价值链，提
高市场竞争力；要拥抱新技术，助力产业
智能化转型，赋能知识服务创新发展；要
统筹安全与发展，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要
警惕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因势利导、合理
利用，确保其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敖然表示，当下出版业需要紧
盯技术发展的前沿，保持开放心态，加强
与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在内容产

业的生产、营销、传播以及阅读体验上实
现创新应用。同时，他呼吁出版机构加大
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提高知识服务供给能
力，更好地赢得读者的认可和信任。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明洋阐
述了5G、元宇宙、AIGC等新技术背景下
出版业知识服务发展的丰富可能性，提出
出版业需要主动拥抱新技术，为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李弘、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林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王健等围绕知
识服务技术应用创新、知识服务实践与效
能提升、学术期刊服务、人工智能及大模

型赋能出版业融合发展等方向分享了精彩
实践和独到观点。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在
数字技术引领产业变革趋势下，本次论坛
的召开让大家对出版业知识服务科技应用
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出版深度融合
有了更生动的认知，有助于拓宽视野、激发
思维，未来将催生更多创新成果。

论坛发布了《出版业知识服务技术应
用研究报告》和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对接标
准，并对中国音数协知识服务工委2023年
度工作情况和2024年工作计划作了汇报。

本次论坛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山东大学联合
主办。

中国音数协知识服务工委2023年年会暨出版业知识服务创新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深耕知识服务 催生更多创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徐平） 11 月 30 日，
《深圳商报》与《每日经济新闻》战略合
作协议在深圳签署。两大财经媒体将通过

“AI+智库+品牌”深度融合，加快财经新
媒体转型升级，打造数智财经合作新模
式，推动媒体行业进步与创新，开创媒体
融合发展新历程。

据悉，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媒体的新
闻优势、资源优势和影响力优势，从数
智媒体、智库及城市研究与营销、品牌
活动、创投领域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

加强对相关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内容策划
和新闻报道，通力合办具有权威性和影
响力的城市品牌营销活动，推出以内容
影响力为核心，符合市场需求、技术赋能
的各类型传媒产品。

深圳报业集团社长丁时照表示，这
次战略合作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
委宣传部策划、推动、设计的重点项
目。深圳报业集团和成都传媒集团高度
重视，举两大集团之力落实和执行。《深
圳商报》 和 《每日经济新闻》 联动策

划，付出了巨大努力，两大财经媒体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开花结果”，也将

“源远流长”。
成都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李少军表示，

《深圳商报》与《每日经济新闻》两大财
经媒体跨地域的合作是中国媒体融合 10
周年最好的注脚。成都传媒集团充分肯定
这次战略合作的重要意义和未来价值，将
大力支持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并将指导

《每日经济新闻》落实好执行好相关合作
协议，力争收获早期成果，为后续的深入

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深圳商报》总编辑邓自强表示，此

次战略合作，为两家媒体在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进程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
经济圈的宣传中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每日经济新闻》执行总编辑何强表
示，此次合作不是简单的纸媒时代的内容
合作，而是具有时代的基因，应智媒发展
的趋势，叠加AI技术的驱动，贯通资源
的合作，这样的战略合作将具有全新的生
命力，具有广阔的市场价值。

《深圳商报》与《每日经济新闻》签署协议

深圳成都两大财经媒体开展跨地域合作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一场以
“《千里江山图》美在哪里”为主题的名家
对谈，在河南开封龙亭公园举行。这也是第
四十一届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闭幕式上
的一场文化盛宴。

作家、学者田玉彬动情地分享了自己创
作《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的经验和体
会。田玉彬笑称这本书的创作得益于自己的

“死磕”，不放过任何知识疑点，给读者提供
实实在在的干货。他说，只要读者跟着他一
寸一寸地看过这幅12米的长卷，不仅会感
动于画卷的伟大，还会掌握山水画的欣赏钥
匙，知道名画“名”在哪里，而不仅仅是看
热闹。

河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康华介绍，《千
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是河南美术出版社
精心打造的一本美育普及读物。该书聚焦北
宋青绿山水神作《千里江山图》，通过“超
细读”的讲解、超高清的图片、生动的故
事、灵动的文笔、密集的知识点，实现了让
读者“前所未有地看清名画细节”“前所未
有地读懂画卷内涵”的策划初衷。

河南美术社推出
《千里江山图：大宋的颜色》

本报讯 山西省长治市记协原主席、长
治日报社原社长王占禹的散文集《那方热土
那方人》，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占禹是知名老报人，出版有扶贫札记
《山老区经济浅议》、办报日记《总编辑手
记》、长篇报告文学《见证共和国——全国唯
一的一至十届人大代表申纪兰》（合著）等，曾
获第五届“中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那方热土那方人》由山西省文联主席葛
水平作序，分为“那人那事”“那乡那土”“那山
那水”“那情那爱”“那文那图”“那字那画”和

“文友寄语”等章节，涉及人文历史、风土民
情、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以及书画、摄影、评论
等内容，用新闻的视野和聚焦的镜头书写太
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王占禹说：“那些人，那些事，伴我走
来，挥之不去。悠悠的乡愁、浓浓的亲情、
切切的友谊、殷殷的慰藉，在我的脑际如一
片片绿叶、一道道风景。于是记录下来，有
了这本集子。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好似沧
桑老屋里的坛坛罐罐，背街小巷中的杂货摊
摊，灰头土脸，散发凉气；但对于我，却似
老酒陈醋，温暖心田。” （侯美蓉）

老报人王占禹散文集
《那方热土那方人》面世

本报讯 （记者杨雅莲）“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结出最新硕果，长篇小说

《芬芳》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芬芳》是陕西作家周
瑄璞用时两年、七易其稿创作的最新长篇力
作，入选“中国好书”10月推荐书目。作品书
写普通人物的奋斗历程，记录其精神蜕变；以
鲜活细节再现中原乡村从上世纪70年代至
当下的历史变迁。作者将家族之间互相帮
衬、血浓于水的亲情付诸文字，对故乡热土深
厚质朴的热爱与眷恋尤其让人动容。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芬
芳》艺术地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生活中

“人的巨变”，尤其是乡村女性非同凡响的人
格成长，不仅呈现了“70 后”女作家感悟
生活的深厚功底，而且昭示了她不同于众的
才华与笔力。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认为，《芬
芳》是周瑄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丰富
的创作经验、扎实的文学功底呈现新时代山
乡巨变的优秀作品。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理论批评委员
会副主任梁鸿鹰表示，作者用一种非常冷峻的
目光观察山乡巨变，这是作品最大的特色。

小说《芬芳》书写
乡村生活中“人的巨变”

12月1日，新华文轩西南书城迁址成都蓝润摩里中心。 新华文轩 供图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在近日举行的
北京文化消费论坛暨2023 北京文化消费品
牌榜发布仪式上，当当网荣登“2023 北京
文化消费品牌榜——年度文化消费贡献力金
榜”。此外，当当网与保利影业、开心麻
花、首创郎园等数十家机构代表共同签约成
立“北京文化消费创新促进产业联盟”。

在今年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期间，当当
举办诺贝尔文学奖竞猜、暑期阅读打卡等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调动全民参与
读书打卡的热情；书单方面，创建了1万个
以上的书单、5000 多个金句、1000 多个短
视频等推荐内容，调动最大范围内的群众分
享和参与。此外，当当以正版低价服务读者
为己任，让利2500万元，引导201万人次购
书，实现销售额1.4亿元。

同时，当当还精准性地进行阅读推广，
邀请3000 余位抖音、小红书、微博、视频
号和公众号等渠道的达人、主播等参与阅读
推广，激发了读者的购书兴趣。

当当网荣登2023年度
北京文化消费贡献力金榜

11 月 30 日，“那如磐石般的生命质
地——阿舍长篇小说 《阿娜河畔》 研讨
会”在京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办公室、北京出版集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黄河
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阿娜河畔》 是作家阿舍的最新力
作，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
版社共同出版。小说多角度、多方位地描
写了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和巨大变迁，以
及边疆人民生活的跌宕起伏和亲情、爱
情、友情的真挚可贵。小说从20世纪50
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展现了几代人在边
疆建设事业中为家国而奉献、为理想而奋
斗、为生活而努力的动人篇章。

搭建起北京与宁夏的合作桥梁

《阿娜河畔》是中国作协“新时代文
学攀登计划”推出的又一部优秀文学作
品。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表示，该
作品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历史的书
写，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表达，较阿
舍之前的作品更大气，具备更为宏阔的思
考视野、更为深邃的情感力量。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翟德罡表示，
《阿娜河畔》是北京与宁夏合力出版的一
部重点长篇小说，作品立意有高度、题材有
特色、叙述有温度，具有重要的出版意义和
出版价值。同时，《阿娜河畔》不仅是讲述
边疆故事的新探索，更搭建起北京与宁夏
文学界的合作桥梁。“我们希望与宁夏加强
合作、加深交流，不断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
繁荣发展，推出一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的文艺原创精品。”

宁夏文联副主席雷忠表示，《阿娜河
畔》拓展了宁夏文学创作的书写疆域，拓
宽了宁夏小说创作的文学边界。“阿舍将
创作视角放置在常驻于心底的故乡记忆，
在时代洪流中关注个体的人生与命运，深
入挖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资源，让

《阿娜河畔》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
内涵。”

以真情实感书写兵团精神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认为，《阿
娜河畔》表面上在写婚姻、爱情，实际上写
的是兵团的精神——持守。“这部作品把兵
团史诗性的一面写了出来。它使得读者能

够读进去，最后领悟到兵团的精神。”
“《阿娜河畔》是近几年比较突出、

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阿舍从特殊的角
度写出了兵团的建设史，并以细腻绵密的
笔触完成了宏大叙事，当中又包含着很多
复杂细微的感情。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理论批评
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表示，《阿娜河畔》在
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写出了几代人生命中的
兵团。“这部作品将议论与叙事、记述与抒
情进行了完美的融合，阿舍对新疆大地上
的山川河流特别熟悉，也特别热爱，只有怀
着这样的感情，才能写出如此有生命质地
的文字。”

作为同样书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
家，张者感慨写兵团的人太少，当他写兵
团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像是在沙漠中独自
远行，“希望能在未来的写作中，和阿舍
这样的作家一起组成‘兵团作家群’，为
兵团著书立说。”

聚焦对人性实事求是的书写

《人民日报》 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

为，《阿娜河畔》最终的聚焦点在于对人
性实事求是的书写，“作品建立在广阔的
历史背景上，以此拓展了人的情感深度和
复杂性。”

“《阿娜河畔》有着‘天然去雕饰’
的质地，有着朴素之气。”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张莉评价《阿娜河畔》是回到
生活、情感本身，回到人本身的写作。

在《光明日报》文荟版副主编饶翔看
来，阿舍通过地方风景、人物命运、家庭
生活来进入历史，通过小的情感去见证大
的历史。阿舍以她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不
仅在小说中留住了父辈的历史，也留住了
在中国的发展中那些消失之物的历史，这
是特别重要的。

《文艺报》 副总编辑岳雯称赞说，
《阿娜河畔》写的是一个成熟的心灵如何
面对爱情、承受爱情，以及如何面对生
活的过程。

在研讨会上，阿舍感慨地说，专家
们的发言拓宽了小说的内部空间，让小
说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提升，她会把专家
们的指导和建议作为自己未来创作的重
要参考，让未来的写作呈现更加丰富、
坚实的质地。

专家研讨阿舍长篇小说《阿娜河畔》

用有生命质地的文字书写兵团故事
□本报记者 李婧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