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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雯）“我要经我手把
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
座美丽的花园……”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
人民作家周立波在小说 《山乡巨变》 中写
下的美好愿景。时间如河，在田园诗画间
流淌，如今的清溪村让美好从书稿走进了
现实。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清溪
村始终坚持以文学为魂，努力建成全国知
名“文学村庄”，展现中国乡村的独特魅力
和勃勃生机。

4月8日起，6集纪录片《清溪村——新
时代山乡巨变》 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
出。该片紧扣“巨变”这一叙述主轴，以

“发展”为最终落点。从《山乡巨变》这部
文学经典中，精心提炼出清溪村的六大标志
性元素——书、屋、溪、灯、竹、路为主题
线索，它们分别承载着文学村庄、乡村风
貌、生态改善、基层治理、产业振兴、道路
自信六大主题。该片将镜头聚焦到益阳市谢
林港镇清溪村的发展，着力讲述清溪村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文学为依托，寻找乡
村振兴新路径、发展新动能的成果，用鲜
活的故事反映新时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唤起
山乡活力。

文学有力量，山乡迎巨变。在清溪村，
文学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热爱，深深烙印在每
个人的基因之中。纪录片《清溪村——新时
代山乡巨变》以周立波的美好愿景为引，细
腻描绘出清溪村与文学之间的深厚情缘。从
人民作家周立波，到新时代作家余艳，笔耕
不辍的他们，以文字为媒，记录乡村的变迁
与振兴。从村民邓春生的诗意田园，到立波
书屋主人卜雪斌的文学梦想，清溪村的每个
角落都弥漫着文学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新
时代山乡文化风貌的缩影，也是推动乡村持
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开播

观众沉浸百步之内有书香

本报讯 （记者黄琳）浙江省“扫黄打
非”工作会议日前在杭州召开。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全国“扫
黄打非”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
势，部署今年任务。

过去一年，浙江省“扫黄打非”战线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打防
并举、综合治理，紧紧围绕“护航亚运”等
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有力彰显了

“扫黄打非”护安全、防风险、正风气、促
发展的积极作用。

会议强调，2024 年，浙江省“扫黄打
非”工作将以机制建设为重点和切入点，深
入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
头治理，有效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和水平；围
绕全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把队伍建
设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进一步筑牢基层基
础。全省“扫黄打非”战线要提高站位、增
强敏锐，准确把握“扫黄打非”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抓好“扫黄
打非”工作。要突出重点、紧盯关键，深入
开展“净网”“护苗”“秋风”等专项行动，
坚决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深度清理网上
网下文化垃圾，从严惩治侵权盗版违法行
为。要压实责任、增强合力，优化协调机
制，夯实工作基础，建强工作队伍，推动全
省“扫黄打非”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勇当
先行者、谱写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通报了 2023 年浙江省“扫黄打
非”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浙江省委网
信办、省公安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和嘉
兴市委宣传部、金华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作交
流发言。

浙江省“扫黄打非”
工作会议召开

4月6日，《2024中国诗词大会》播
出，《永乐大典》 再次走入人们的视
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多次
与读者分享这部“典籍渊薮”的前世今
生，迈入古籍保护工作第 37 个年头的
她说：“对于承载着中华文脉的古籍，
为之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接续传承
全流程多渠道培养古籍人才

1983 年，陈红彦考入北京大学中
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金开诚、王力、阴
法鲁、周祖谟、裘锡圭、袁行霈、倪其
心、安平秋、严绍璗……这些过去只在
书本上见到的名字，竟出现在陈红彦身
旁，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使她受益匪
浅，留下终生难忘的烙印。1987 年 7
月，陈红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
（时名北京图书馆） 善本特藏部善本
组，开启了与古籍相伴的日子。

在李致忠、王玉良、冀淑英等身边
工作的日子里，前辈们严谨治学、不放
过一个标点符号的精神，深深感染着陈
红彦。随着技能的传授，古籍人的精神
代代相传。

2006 年前后，国家图书馆开展基
于古籍工作相关调研的结果显示：有大
量亟待修复的古籍，而修复队伍不足百
人。古籍工作的瓶颈亟待突破，古籍人
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高度关注

古籍人才的培养，专门有一个章节强调
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2022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将古籍工作人才发展壮大作为主要目
标之一。

“我认为，全流程、多渠道应该是
新时期培养古籍人才的特征。”关于古
籍人才培养，陈红彦一直在思考，也在
探索。在她看来，古籍人才的培养应贯
通人才成长的全流程：从小培养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让承载这些传统
文化的古籍潜移默化地浸润孩子们的心
灵；在学校教育阶段，应让传统文化在
校园里生根；大学阶段，借鉴国外古籍
保护人才的培养方式，需要整合学科设
置，使课程设置更有针对性。此外，建
立终身学习机制，保证在职人员知识更
新、能力提高同样非常重要。

“总之，以各种方式形成我国古籍
行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我国古籍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陈红彦说。

赋活发展
创新保护利用满足多元需求

2002年5月，财政部、文化部联合
发文，在全国范围启动“中华再造善本
工程”，使珍善孤本化身千百，传承文
化，合理利用，繁荣学术。这些再造的
古籍后来被送进110所高校、30余家包
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省级以上图书馆，
还走向世界，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智慧

为全人类所共享。
200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拉开了政府主导全面开展古籍保
护工作的序幕。我国陆续成立了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图
书馆也挂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陈红彦成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第一任主任。

“在那期间，耄耋之年的老专家和
年轻人都在会议室集中加班加点。因为
大家都知道，古籍工作迎来了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机遇难得，必须努力。”陈
红彦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事业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古籍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2022年3月，“古籍保护利用”第
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古籍
人，陈红彦既深受鼓舞，也感到自己的
责任更重了。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赋能使古籍修
复驶入快车道。如何借助新技术、新手
段让古籍保护利用活起来？

陈红彦说，就受众群体而言，幼童认
知古籍，可以通过以视听为主的传播路
径，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相关故事，以及古诗词背景
和解读，就吸引了很多家庭亲子共读。同
时，可以利用重要媒体进行传播，如《典
籍里的中国》等影视节目，很多人通过导
读产生了兴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

沉浸式展示能够引导大众关注。如
国家图书馆与煤矿文工团合作，挖掘古
籍里的古曲，用音乐呈现古籍中记载的
事件和人物，让古籍可听、让古曲可
观；短视频中传播的雕版、修复、吟诵
片段，用传统文化的展示占用手机用户
的休闲时间，激发用户的兴趣。

2021 年，国家图书馆提出要推动
传统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为
此，古籍馆开发《山海经》相关产品，

《山海经》古籍影像供学界进行学术研
究，形象再创作激发了创造活力，故事
推送进行普及，文创授权服务文化产业
需求，全方位激活一部典籍。

新媒体的运用，让古籍得到活化。
2021 年春节，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
合作，将馆藏珍品中名家手书“福”字
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制作成“福”字故
事手机壁纸进行推送，为新冠疫情中的
读者送去极具仪式感的春节祝福。“这
提示我们，在数字时代，古籍中蕴含的
优秀传统文化‘触手可及’，会让受众
喜闻乐见，进而有效传承。”

（下转02版）

37年，见证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坚实脚步，以古籍为媒弘扬传统文化、链接当代读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

为古籍保护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孙海悦

陈红彦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与读
者分享《永乐大典》的故事。

受访者 供图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孙海悦）
记者日前获悉，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
于4月23日至25日在云南昆明举办。大
会以“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
主题，将全面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
阅读相关政策，交流推广全民阅读工作
经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进
一步涵育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
风尚，推动提升社会现代文明程度。

据介绍，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举

办全民阅读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深入探
讨阅读与城市发展、阅读与民族团结、
阅读与图书馆、阅读与生态文明、青少
年阅读等话题。大会期间，还将组织全
民阅读大讲堂，邀请知名文化学者开展
讲座；在海埂大坝设置十里书香长廊、
春城书市，为群众带来文化大餐，让群
众更好感受阅读的魅力，激发全社会阅
读热情。

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本届大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着力传
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涵育全
社会阅读风尚，提升现代文明程度；着
力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增强中华
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既反映全国各地
全民阅读的风貌风尚，也体现云南书香

社会建设的亮点特色。
自2006年中宣部等11部门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加强
优质内容供给，创新阅读活动方式方
法，完善阅读设施和服务体系，大力保
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全民阅读工作形
成了党委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阅读理念深
入人心，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
蔚然成风。

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4月23日至25日在昆明举办

近日，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六〇三文创园的六〇三城市书房正式
开馆，市民刷身份证或人脸识别就可
免费进内阅读。

该城市书房由原襄阳文字六〇三
厂的旧厂房改造而成，建筑面积
1000 多平方米，馆藏图书 1.5 万余
册，书房内设阅览座席100余个，是
襄阳市面积最大、藏书最丰的城市书
房。该城市书房还引入人脸识别自助
借阅系统，实现与襄阳市图书馆的图
书通借通还。

襄城区六〇三文创园原址为襄阳
文字六〇三厂，《新华字典》《汉语成
语词典》等重要工具书曾在这里印
刷。如今，文字六〇三厂搬迁后，原来
的厂房在保存原貌的基础上向文化创
意园区转型升级，旧厂房变身为美术
展览馆、旅游民宿、特色餐饮、周末创
意集市等多元创新业态的文创园。

图为读者在六〇三城市书房阅读。
杨东/视觉中国

旧厂房变身城市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