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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
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
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
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
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
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嫣然思语

一本好的作文书应该是怎样的？除
了鞭辟入里的写作技巧、循循善诱的创作
思维，要想让学生有阅读的兴趣，它还应
该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有趣”。在使自
己变得“有趣”这一点上，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的“新锐作文”丛书可谓处处用心。

“新锐作文”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照顾
孩子的年龄阶段和阅读习惯，每月一本，
循序渐进。整套书从1435位中外优秀作
家的经典语篇中获得借鉴，从同龄优秀学
生作文中找准参照，创新性设置了新锐课
堂、文豪客厅、漫话经典等栏目，用学生们
易于理解的场景、乐于接受的方式，将课
内习作主题与课外写作技巧指导相结合，
让他们既能与名家大咖为友，解析名篇写
作方法，又能参考同龄学生的优秀习作，
借鉴不同的表达方式，逐步突破写作痛点
和难点。

除了生活化、交际化的情境引导和自
然、亲切的语言风格，各栏目标题也融入
了一些有趣的热词和新词，让学生在还未
进入阅读时便产生阅读兴趣。而一旦开
始阅读，便如同走进一个妙趣横生的写作
教学乐园，在这个乐园中，学生们不仅能

通过演绎经典的形式领略人物性格、人物
出场方式等写作技巧，还能通过闯关、探
案等方式一步步深化写景、状物等表现手
法，在参与中感受写作的乐趣，在互动中
走向写作实践。

“新锐作文”的排版设计引人注目。
设计风格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改变，或天真
可爱、或青春洋溢，十分符合各学段学生
的审美偏好，让学生在第一时间产生愉悦
感和亲近感；版式设计不仅契合各学段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插图和内容同
样相得益彰，尤其是在低年级的排版上，
更是十分精巧地利用图片和文字的关系，
让学生在同龄角色的引导中乐于观察，爱
上表达。

既能引导学生摆脱枯燥的作文任务，
主动探寻写作要领，又能帮助他们捕捉生
活细微之处的精彩，以更独到的眼光认识
世界，可以说，“新锐作文”是既“熔千家于
一炉”，又集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作
文书，是学生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架设连续性叙事框架，攻破套路式习
作，让鲜活人物IP活跃在写作场里，是光
明日报出版社这一套“新锐作文”丛书突

破窠臼、新意迭出、妙趣横生的法宝。
叙事是人类思考、看待世界、表达自

我最基本的方式。富有吸引力的习作指
导文章，也应该是读起来如同故事一般的
文章。毕竟，想让读者更好地接收知识，
知识的衔接就至关重要。但市面上盛行
的更多的是了无趣味的套路式习作指导，
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呢？编者不断探
索，最终确定了架设原创连续性叙事框
架，用文学手法将九个年级各单元习作知
识点整合、串联、编排的思路，但又如何呈
现这一想法呢？

为了确保刊物的统一性，编者构建了
“以新新、锐锐两位主角的冒险故事为线
索，以世界知名文豪聚居的写作大陆为设
定，以全方位覆盖单元习作及应试为目
标”的整体结构铺开，使得刊与刊之间、栏
目与栏目之间浑然一体。

例如，在解决七年级单元习作“学会
联想与想象”时，编者采用故事新编、重塑
经典童话人物的形式，赋予小红帽、白雪
公主、蓝胡子、穿靴子的猫、莴苣姑娘等耳
熟能详的童话人物全新的身份，故事线聚
焦在童话镇两股势力的对抗中，不仅覆盖

了联想与想象的知识点，整个故事读来也
耳目一新，极具想象力，故事情节与写作
知识点互相呼应，互为印证。

编者致力于将冰冷的知识点融入到
为读者创设的“写作大陆”世界中，用生动
有趣的人物和新颖翔实的情节牵引读者
跟随故事线沉浸在文本中。用富有文学
审美趣味的形式，来消除萃取式阅读无
法保证阅读持续性的缺点，使得知识的
传递更有效，读者对“接下来呢”充满
期待，阅读欲望由此被唤起，从而收获

知识与满足感。
从无到有，从 0 到 1，108 个原创冒险

故事，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解构单元习
作指导。我们相信，只有那些冒险走远的
人，才有可能发现自己能走多远，这不仅
仅是新新、锐锐在“写作大陆”的奇幻冒险
之旅，也是编者不断挑战智识、深度探索
世界经典文学的冒险之旅。

如同《哈利·波特》探寻魔法一样，新
新、锐锐等人物IP在写作场域的探寻跌宕
起伏、趣味无穷。

有趣：“新锐作文”的独特魅力
□徐平 李俊黎

中国版图上有这样一个区域：濒临
渤海，携揽“三北”，背靠太岳，被燕山
佑护，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
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
半径相宜……这就是我们的京津冀。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宏伟蓝图。十年间，总书记
多次到京津冀地区考察，到贫困人家走
访，关心百姓的疾苦和富足。

在十周年来临的那个夏天，一场历
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袭击了这个地区，
遭受了140年以来破坏程度最强、受灾
范围最广、经济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
入冬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永定
河畔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对老百姓
的安危冷暖时时放心不下。

2023年11月29日，我们循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足迹，到永定河畔举办京津冀
视听产业走廊建设论坛，这是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灾区发表重要讲话精神、支
持灾后重建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落实
国家广电总局与北京市主要领导座谈会
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为灾后重建添

“一把柴”，加“一把火”，更是为灾后
重建出“一把力”。其实，就是让燕山
旁的京津冀视听产业走廊上架设一座

“廊桥”。
这“廊桥”，架通山河，飞虹如画。

静卧山水之间，融通了传统与现代，展
现了厚重的文化自觉和珍贵的匠心坚守。

这“廊桥”，不仅仅是一座桥，更是
一个精神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这“廊桥”，谋划了多年，积淀深
沉，用超高清视听产业走廊连通，采用
两个主题论坛、两个圆桌对话、成果发
布、授牌仪式和签约仪式等方式，取得
了非常理想的成效。

探索构建京津冀视听产业走廊高新

视听产业集群，写入了《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发
展规划》，创新跨区域合作机制，集聚视
听企业和机构合力，借助产业园区和基
地平台，推动京津冀视听产业区域性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会议发布了京津冀视
听产业基地园区服务指南和产业地图；
会议还发布了京津冀视听技术创新示范
应用案例，6 组案例体现北京媒体融合
创新技术和服务应用，部分获得了北京
市广播电视局科技专项资金支持，并在
京津冀推广落地。

北京市媒体机构、视听类高校、科
研机构云集，遍布东西南北全域；天津
市以海河为轴，向东延伸；河北省北三
县紧邻城市副中心，向北到承德，向南
到石家庄。布局为一核、双城、两轴、
多节点。一核，即首都北京；双城，即
北京市和天津市；两轴，即以北京为出
发点向天津延伸的产业轴，以及向承德
跟石家庄、河北延伸的产业轴；多节
点，即多个产业园区支撑。覆盖京津冀
全域，布局科学合理。

这次“廊桥”架设方，对此高度重
视，精心筹备，精准破解难题，专班工
作人员数次细化完善活动方案，打磨优
化论坛设计。

对处于转型期的广电行业来说，各
自为战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发展需
要，无论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都
必须把资源力量整合起来，同舟共济，
协同作战，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系统
优势，实现共享功用，发挥集聚效应、
规模效应。有必要形成京津冀三地广电
共建共用的云平台、大数据技术平台；
有必要构建内容版权方面的市场化合作
机制；有必要打通省级层面的节目共享
平台；有必要共同打造主题内容宣传资

源库；有必要建设三地广电人才资源要
素流动机制；有必要完善和增强三地文
化产业园区 （基地） 的互补优势。本次
论坛，汇集了三地共13家主要视听产业
基地园区的情况，其中北京8家、天津2
家、河北3家。服务指南和产业地图详细
介绍了各基地园区的优势产业领域、设施
资源情况、发展特色亮点和支持政策举措
等，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主要服务能力和未
来的业务拓展空间，就像用进行曲来统一
行进步伐而奏响的美好乐章。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
不同，却瓣瓣同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情真意切、寓意深远。从国家层面，
也就是宏观层面，要高位谋划。我们必
须积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纳入市 （省）
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协调推动京津
冀相关政策、资源、机构、企业聚焦聚
力，规范引导营造健康市场秩序。着力
推动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探索破除区
域壁垒，积极创新京津冀视听产业资源
合作方式。

万般无阻，流耀缤纷。从政府层
面，也就是中观层面，注重发挥政府扶
持和市场的协同作用，以政府引导为
主，强化机制创新，加强三地视听产业
基地园区之间的交流合作，打造互学共
建的区域合作典范，打造优势产业集
群；加大国家级和市级视听产业园区建
设，加大园区扶持力度。落实京津冀深
化大视听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健全
用好中国京津冀广播电视融合媒体发展
创新中心等交流合作平台，协同出台扶
持政策产业地图，合力打造超高清视听
产业走廊。

纵横捭阖，似水绵长。从产业园区
和区域协调层面，也就是微观层面，努
力推进京津冀三地视听机构合作，加大

拍摄协助力度。推动三地部分行政审批
结果互认、共享，建设共享片单库，共
创共推优质作品。加大精品生产力度，
合理调配，控量提质，联合推出更多精
品力作，打造京津冀视听产业走廊内容
生产高地。拓展国际视野，推动京津冀
视听产业基地园区之间协同发展，加强
与国际知名视听企业和机构的合作，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京津冀视听产
业走出去。

高可达天，降能遁地。从企业技术
创新和服务层面，也就是实际操作层
面，共同推进媒体融合创新技术与服务
应用，加强科技创新协同平台和产业培
育孵化基地建设，打造覆盖全链条的技
术创新体系。加强产业基地合作和超高
清产业链升级，着力促进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技术产业化应用。壮大医疗、
气象、地理、救灾、公共服务等大视听
产业，推动智慧广电与数字经济发展和
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京津
冀视听全产业链。

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京津
冀协同发展，用大战略运筹区域协调发
展大格局。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起
笔，筚路蓝缕，栉风沐雨，面向未来，机
遇无限。历经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
坚克难，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不断开创
新辉煌。

圆好京津冀视听产业走廊上的“廊
桥”梦，是我们三地广电人的孜孜追
求。我们深信，“廊桥”下必将出现碧波
荡漾，轻舟越过；“廊桥”上将民心相
通、电波相连，产业链交织，大视听内
容基地星罗棋布，国际影视制作硅谷毓
秀钟灵，一幅写意的天人合一的“视听
走廊”山水画卷必将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着意燕山架“廊桥”
□王杰群

冬天有一种独特而别致的美，在诗人
笔下，美又各不相同。我尤其喜欢白居
易，品读他的诗句，总能在寒冷的冬日感
受到生活的悠然和暖意。

晒太阳的白居易。“杲杲冬日出，照
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
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
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
阳光明媚的日子，诗人在院子里背对着
太阳，闭目而坐，享受着和煦的阳光。
他感受着阳光伴着微风像轻纱一样的触
感，慢慢地阳光仿佛融进了身体，像一
杯温热的醇醪在体内流动，全身都逐渐
苏醒过来。温暖渗入身体的每一个细
胞，诗人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筋骨舒畅起
来，疲惫好像都被驱散了。他闭着眼
睛，静静地沉浸在这美妙的感受中，享
受着阳光的馈赠，内心变得宁静而平
和，几乎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如此美妙
的冬日感受，真让我羡慕不已！俗话说

“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中医上把
冬天晒太阳称为“天灸”。没想到早在唐
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已经深谙此养生

之道了。
听雪的白居易。《夜雪》：“已讶衾枕

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

声。”这年的白居易45岁，被贬为江州司
马。寒冷的冬夜，早已入睡的诗人却被突
然袭来的寒气惊醒。往窗外望去，只见
一片明亮。诗人有些疑惑地想，难道天
这么快就亮了？哦，原来是正在下雪，
是积雪映射的光。看着洁白飘逸纷纷扬
扬的大雪，诗人再也没了睡意。听着窗
外积雪压折竹子的声音，辗转反侧，诗
人内心的孤寂之情也愈发浓烈。寂寂雪
夜里，诗人细致地观察自己的感觉变
化，真实地记录了从触觉、视觉、感
觉、听觉不同层次的感受，既烘托了这
场夜雪下得大、积得深，也透露出自己
谪居江州的孤寂心情。

与友围炉夜话的白居易。“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这首《问刘十九》几乎成了人们
每到冬天一定会吟诵的诗句。大雪纷飞
的冬天，暮色渐沉的傍晚，与朋友相聚
在温暖的屋子里。大家一起围炉而坐，炉
子上温着酒，火锅里的水翻滚着，咕嘟嘟
地冒着热气。火锅底料与各种食材的香
气交织着，充斥着整个房间，让人垂涎欲

滴。在氤氲的热气里，大家享受着热腾腾
的火锅带来的满足，再一起举杯共饮一杯
温热的酒，感觉浑身舒畅，烦恼全消。温
馨的氛围、暖心的朋友，简直是冬天里的

“神仙生活”！
冬夜想家的白居易。在唐代，冬至是

一个重要节日，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而
这年的冬至，白居易一人宦游在外，看着
冬至的热闹景象，晚上孤灯独坐之时忍不
住想念远方的亲人，写下《邯郸冬至夜思
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
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
人。”冬至佳节，诗人在驿站形单影只，
不由得想起远方的家人，直到深夜依然无
法入眠。因为自己的离家远行，家人一定
也过得很不愉快。这么晚了，他们应该还
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吧。浓浓的亲情，
相互的牵挂和惦念，让我们远隔千里也能
感受到它的分量。

冬日闲暇，翻读着白居易的一首首语
浅情深的诗词，恍然明白，只要有颗善于
观察的心，用心去提炼生活中的诗意，总
能品味出冬天的美好和暖意。

白居易“花式”过冬
□王利娟

故乡的模样，在心中永远清晰，
是那条蜿蜒的小河，映照着童年的笑脸，
是那片翠绿的稻田，随风轻轻摇曳，
是那座老房子，瓦片上沾满岁月的斑驳。

在远方的城市里，忙碌的脚步中，
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故乡的天空，
那里的星星，似乎更亮，
那里的月光，似乎更柔。

春天里，故乡的花开得格外早，
桃花、李花，竞相斗艳，
夏天里，故乡的雨下得格外急，
瓢泼大雨，洗净了尘埃。

秋天里，故乡的果实特别甜，
苹果、梨子，挂满枝头，
冬天里，故乡的雪特别白，
银装素裹，一片纯净。

每当夜深人静时，
故乡的模样会浮现心头，
是那灯火阑珊处，是那炊烟袅袅中，
是那父母温暖的话语，是那儿时的玩伴。

故乡，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在我心中，它是最美的风景，
无论我走得多远，
那里总是我温暖的归宿。

故乡的模样
□谢春芳

北风萧萧，
庭前梅花独自绽放。
伴着雪花轻舞，
期盼一曲幽幽细语。
空气中弥漫着幽香，
如梦似幻，醉人心脾。
在寒风中品味时间的醇厚，
追寻冬日的韵味。
冬意渐浓，
故事在寒冷中沉淀。
惊叹梅花的坚韧，
吟咏傲骨的诗篇。
倾一杯热茶，
感受冬日里的温暖。
在雪地上写下深情字句，
见证冬的美丽与力量。

梅香醉
□袁家莉

白居易《夜雪》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