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李国生 ■版式：桂政俊 ■责校：吴琪
综合新闻 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产经视线 ■时讯

本报讯 （记者齐雅文）儿童文学作家
郑春华的绘本新作 《爷爷的房间》 近日上
市。该绘本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为孩子们讲
述了一个温暖动人的祖孙亲情故事。

据了解，故事的创作缘起，基于郑春华
对公公的一段回忆。郑春华的公公格外喜欢
做上海熏鱼，做好后他就坐在小方桌旁专心
看大家吃，这个画面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
郑春华说：“我用这段记忆写出了《爷爷的
房间》，既是对上一代的纪念，也是为下一
代的传承。当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
他才会去爱，感受和传达人世间各种细致入
微的爱。”

《爷爷的房间》故事中的爷爷有一道拿
手菜——上海熏鱼，这是孙子最爱吃的一道
菜。每次孙子去爷爷家，爷爷就会带着孙子
一起去菜市场买鲜鱼。去菜市场这一路的经
历，也成为爷孙俩共同的美好回忆。美味的
熏鱼是爷爷亲自下厨做出来的，在孙子眼
中，做出美味熏鱼的爷爷就像一个无所不能
的超人。

《爷爷的房间》中传递的情感不仅增进
了家庭的和谐与温暖，也注入了更多的正
能量。

天地社推出儿童文学绘本
《爷爷的房间》

清明假期，正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办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吸引
参观者驻足。展览将持续至5月14日。

严家炎出生于1933年11月，是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领军人
物，所著《知春集》《求实集》中的文
章为学风建设发先声立标杆，对学科的
重建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现代
小说流派史》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仍供给
今日现代文学研究，已被公认为不可替
代的学术经典。代表作还有《中国现代
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展览展出了严家炎手稿、笔记资
料、照片、图书等134件珍贵藏品。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摄

严家炎学术文献展
汇聚134件珍贵藏品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近日，武术名
家习云泰撰写的《中国武术史》由文津出版
社出版，是北京出版集团图书品牌“大家小
书”新成员。

习云泰是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
委员会专家、国际武道联盟总部荣誉主席、
国家荣誉裁判、中国武术九段、武道黑带十
段，被评为“华夏武林英杰”“世界著名武
术教育家”“世界著名十大武术教授”“世界
武林泰斗”“武术宗师”，获国际武道联盟总
部颁发的“世界武林至尊奖”。

《中国武术史》按历史时期分别介绍了
先秦时代武术的萌芽、殷周、春秋战国、秦
汉三国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以及新中
国成立前后的武术发展历程，系统梳理了我
国武术技艺的起源、演变和传承脉络。

“大家小书”
新添习云泰《中国武术史》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由中国作家协
会散文委员会、百花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郭文斌《中国之美》研讨
会近日在京举行。

《中国之美》是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
席郭文斌创作的最新作品，全书共 18 万
字，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叙述，呈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赞美中华民族的
伟大精神。

来自京、津、宁、沪、辽等地的专家学
者会聚一堂，对 《中国之美》 的题材、立
意、结构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
家认为，《中国之美》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之美、文化之美、哲学之美、人情之美、
伦常之美，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延续，也在
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该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新的阐释，是
回到生活与人民的文学，是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致敬的文学。

郭文斌表示，自己想通过这本书探讨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物质共同富
裕的基础上增进人们精神的共同富裕，增强
人们的精神力量，助力文化自信自强，助力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专家研讨
郭文斌新著《中国之美》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大河网
与濮阳报业传媒集团在河南郑州举行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
在媒体融合、资源共享、内容创新等领域的
合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坚持“需求导
向、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务求实效”的原
则，充分发挥大河网技术资源、政务运维等
优势，以及濮阳报业传媒集团地方党媒深耕
本地的优势，结合当地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在技术研发、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智慧政务
服务、舆情监测、大数据应用、融媒体建设
等方面开展合作。

大河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李敬欣说，大河网将协力与濮阳报业传媒
集团打造在河南省具有示范意义的合作项
目，推动濮阳报业传媒集团“智慧型”合作
项目遍地开花。

濮阳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吉
子文说，本次合作将由双方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合作组建专班，深入研发围绕方便濮
阳群众生产、生活的应用系统，搭建线上
传播载体，融合新闻信息发布。双方还将
组建业务合作部，梳理经营产品及服务，
共同深耕濮阳。

大河网与濮阳报业传媒集团
战略合作共促媒体融合

本报讯 （记者徐平）由青海人民出
版社和深圳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陈启文长篇
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作品研讨会近日在
深圳举行。

《可可西里》是一部新时代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经典案例的报告文学作
品，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规划、202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和深圳出版社共同
出版。书中详细地记录了可可西里特殊生
态环境下的生物和物产资源，揭示了可可

西里高原野生动植物基因库的生态价值。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认为，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可可西里这片广袤土地
的深情礼赞，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深
刻反思，也是文学在生态保护主题上的一
次重要发声。

该书作者陈启文分享了《可可西里》的
写作背景、灵感来源和创作过程中的点滴。
据悉，他六上青藏高原、三进可可西里，实
地考察，跋涉于海拔四五千米的“生命禁
区”，直观地书写可可西里苍凉、博大、雄

浑、神奇的地貌带给人的震撼，详细地记录
了可可西里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的生物和物
产资源，揭示了可可西里高原野生动植物
基因库的生态价值，讲述了可可西里野生
动物保护“第一人”——杰桑·索南达杰，以
及受其精神感召加入到可可西里生态保护
队伍中的“一群人”的故事。

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戴发旺和深
圳出版集团总编辑兼深圳出版社社长聂雄
前分别介绍了《可可西里》的出版策划背
景与图书内容主旨。他们表示，作为出版

工作者，肩负着记录时代、书写历史、传
承文化的重任，在《可可西里》这部作品
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看到了
一个民族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和保护。

与会专家学者就《可可西里》作品进
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热烈讨论。大家认
为，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作品，
它不仅是对可可西里这片广袤土地的深情
描绘，更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次深刻
反思，是一部反映现实、观照现实，记录
时代、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

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作品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3月22日下午，在吉林省长春市重庆
路步行街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多了一些知
名作家的身影。他们推开位于步行街上的
长春市新华书店的大门，来参加作家李发
锁长篇纪实文学《热血：东北抗联》读者
见面会。该书目前已入选“十四五”时期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2022 年中宣
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23 年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40多位作家与作者交流

《热血：东北抗联》是李发锁继长篇纪
实文学《围困长春》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
作，共分上下两卷，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
版。他历时6年，查阅2000多万字史料，
数易其稿，全景式地展现了日本侵华期
间，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
合各种抗日武装，组织东北各族人民，在
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的艰辛历程。

“我买了一套书，准备回到家后好好
拜读一下。李发锁老师能够在70多岁的
高龄创作出这样一本好书，我为他感到骄
傲和自豪。”作家王建议兴致勃勃地捧着

《热血：东北抗联》这套书，还没等读者
见面会开始，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

“李老师，您出版《围困长春》时的
读者见面会，我参加了。这一次听说您又

有好书出版，我又立即赶来了。”草根宣
讲员刘锦辉曾获评全国“百姓学习之
星”、全国“书香之家”等殊荣，听说李
发锁老师出版了新书，已经77岁高龄的
他，执意来和李发锁见个面，当面听一听
作者讲述那些抗联故事。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现场
数了一下，来现场的作家还有曹景常、牛
力军、于海涛等40多位，他们面对面与
李发锁交流创作体会。“我们也买了一
套，回去拜读学习一下。”在读者见面会
散场后，一些作家看到长春市新华书店摆
放有序的《热血：东北抗联》，也都买了
一套回去。

见面会上，李发锁从创作初衷、创作理
念、写作手法等方面分享了《热血：东北抗
联》的写作历程及写作经验。李发锁说：

“我将抗联抗战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
斯大格局之中进行书写，既要重点表达抗
联的英雄事迹和精神，也要让读者了解抗
联抗战对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战略
意义。”除了书写“大抗联”，李发锁还通过
大量人物、环境的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了一
批无所畏惧、敢于牺牲的抗联英雄群像。

两盏台灯加七倍放大镜

“每天走进书房的时候，我都感觉到

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只要坐在那把椅子
上，我就一天不再出屋，饿了就吃泡面、
啃面包。”李发锁对记者说，抗联将士在
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浴血奋战，
而他是坐在屋中写作，与抗联将士比起
来，要容易得多。抗联将士的精神，一直
是他写好这部作品的强大动力。

“让我最伤脑筋的，主要不是2000多
万字的资料、典籍、档案，上百个各类重
要人物及其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若干
重大事件的真假难辨，而是接二连三上身
的各种病痛。”李发锁对记者说，不争气
的是他不会电脑，每一个字都要手写，创
作如同蜗牛爬高墙。

李发锁最大的困难是眼疾，长期不节
制用眼，进行这本书的创作时，双眼视力
均为 0.2，戴 400 度花镜都无法看报纸，
只能打最强光，两盏台灯一块照在白稿纸
上，再加一个七倍放大镜来写作。

“过了 70 岁后，我已很少动情，但
却时时鼻酸、眼湿、激动、惋惜、愤
慨，是抗联先辈们那气吞山河、不惧一
切强敌的斗争精神，那忠于民族与人民
的情怀，浸润、鼓励、支撑着我坚持下
来。”李发锁说，在5年漫长的劳作，包
括煎熬的等待中，尤其 2022 年年底他患
新冠肺炎不得不躺在医院里，虽然偶尔
冒出“这辈子能否见到书出版那一天”

的荒唐念头，但出版本书的信心始终不
衰，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在为中华民族精
神立传。

李发锁说，这本书的重点是抗联官
兵英勇抗战的事迹——东北抗联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宗旨的队伍，唯
一宗旨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
意为人民战斗到底，牺牲自己的一切在
所不惜。

“为了更好地呈现东北抗日联军的抗
战历程，作者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2000 多万字的参考资料，很大部分几乎
被他翻‘烂’了。”《热血：东北抗联》
的责任编辑李贺来介绍，在核对稿件引
文、出处等的过程中，他发现作者阅读
过的每一部书稿上，几乎都有密密麻麻
的红道道、折页，以及各类的标注、
批注，个别图书的切口已经被翻得发黑
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似乎已经
忘却了年纪。

李贺来对记者说，他从李发锁的身
上，看到了一位老作家对文字的执着和对
创作的热爱。这种执着和热爱，以及由此
而生的勤奋，恰恰是他们这一代的部分人
身上最缺少的。

“写作中我已没有苦与累，有的是激
奋、快乐。”李贺来对作者在本书后记中
的这样一句话印象深刻。

七旬作家历时6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热血：东北抗联》——

以抗联精神书写中华民族精神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清明节前夕，《山西农民报》乡村振
兴专家团第二批专家聘任仪式在山西太原
举行，又有32位“三农”领域的权威专
家接受聘任，至此，《山西农民报》乡村
振兴专家团专家增至56人。

《山西农民报》自2022年5月成立乡
村振兴专家团以来，组织专家开展下乡服
务活动 27 次，接受现场培训的农民达
3000 余人，为上万亩粮食基地、养殖园
区、果园、蔬菜大棚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
效益1400余万元。

把讲堂设在村委会大院，把课堂搬进
田间果园，把示范延伸到温室大棚……两
年来，《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专家团始
终以团队智库形式服务乡村建设、服务农
业农民，始终以解决农民朋友生产中遇到
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己任，广泛开展技术指
导、答疑解惑、项目设计、联合攻关，持

续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信息”服务
活动。

把脉献策，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2022 年 7 月 1 日，《山西农民报》 组织专
家团专家走进吕梁市文水县南武乡，就当
地上马山楂种植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调研指
导，并给出创建“山楂小镇”撬动乡域经
济的专业建议。同年8月11日，山西农民
报社和临汾市乡宁县西坡镇党委、政府联
合举办了 2022 年乡宁县西坡镇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论坛。报社组织乡村振兴专家团
专家，深入西坡镇花椒种植园区、设施蔬
菜基地、生猪养殖企业和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村，走访调研10个村庄的农户、企
业和合作社，详细考察调研当地在这些领
域中的弱项短板，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问
题，并在论坛上为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工作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解

决方案。
培训农民，手把手传授实用技术。

2023年7月14日，《山西农民报》乡村振
兴专家团专家孟俊龙、张建中赴临汾市翼
城县西阎镇现场指导香菇种植关键技术，
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打开视野和思路；同
年8月24日，《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专
家团专家任志强前往晋城市阳城县，为
35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

哪里有需要，服务就跟到哪里。《山
西农民报》乡村振兴专家团总是出现在农
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阳城县和润植保服
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丁俊杰说：“《山西
农民报》 乡村振兴专家团任志强研究员
来田间地头亲自传授植保技术，给我们
鼓足了丰收的信心。”乡宁县胡家岭包村
干部马小娟说：“在《山西农民报》专家

团白钊义教授的规划建议下，胡家岭在
短短一年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
不简单呀！”

《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专家团在积
极开展线下服务的同时，还开辟线上“云
享”课堂，举办乡村振兴大讲堂，邀请
40 多位专家在“山西农民报”视频号和

“山西农民报强农科技”两大微信公众平
台开展专题讲座，内容涵盖实用技术、政
策解读、产业前瞻、市场分析等农业生产
各方面。据统计，2023 年，大讲堂共录
制视频30期，培训农民18万人以上。

以乡村振兴专家团为服务支点，以
“乡村振兴大讲堂”为传播渠道，《山西农
民报》 倾力打造的“乡村振兴地头云端
融”项目，在 2023 年成功获评国家新闻
出版署第三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
案例，是山西省唯一入选的创新案例。

《山西农民报》乡村振兴专家团服务“三农”显担当

农家院落办高端课堂 田间地头掀头脑风暴
□本报记者 李国生 通讯员 曹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