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3日 ■星期三 ■责编：陈妙然 ■版式：王书亮 ■责校：耿道川
要闻02

张元济当过交通大学校长？我们了解
张元济，主要基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成
就和贡献，而张元济之所以能够和商务印
书馆发生关联，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前
身）译书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6月29日，在张元济家乡——浙江省
海盐县的张元济图书馆，一场《张元济与
交通大学史料汇编》新书分享会上，嘉宾
们从各自视角发现该书的出版价值。

“正是在译书院印刷过程中，他碰上
了夏瑞芳，从此才和商务印书馆有交流；
正是在南洋公学期间组织了译书，所以他
对整个出版流程，包括译者和作者的选
择、稿件的鉴别、版税和著作权的归属、
报酬的分配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南京
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张志强
讲述道。

1897 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
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1898
年，张元济南下上海，先后出任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前身） 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
一职，其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由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元济与交通
大学史料汇编》 共 31.5 万字，发掘、采
集、整理张元济一生与南洋公学、交通大

学相关的档案和史料，不仅包含其 1899
年至 1903 年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也包
含任职前后数十年间的档案史料。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总编辑
冯勤说：“10 多年前，我们出版了《张元济
年谱长编》，今天又出版了史料汇编，这也是
我们出版社一贯的风格，能多为学术界提
供一些史料，这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事情。”

在张元济图书馆馆长詹志浩看来，
《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 的出版，
不仅有利于资料的集中完整传承和张元济
研究的深化，还有助于后人更完整地认识
张元济，了解他的伟大之处。

这部史料集的主编张人凤先生，今年
已是 84 岁高龄。他是张元济之孙，1960
年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几十年数
学老师，20世纪80年代末起从事中国近
代出版史研究，可谓成果斐然。

“张老师个人以及和其他老师合作的
成果，包括著、编著、编、辑、译等等，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5种之多。”令张元济
图书馆原馆长、张元济研究会秘书长宋兵
十分敬佩的是，“他是把这个事情当成责
任、当成事业来做，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
辈学习和借鉴。”

又是什么让张人凤在耄耋之年仍不遗
余力地进行资料搜集与积累，将张元济鲜
为人知的办学经历汇编成书呢？

“虽然张元济先生在交大（前身是南洋
公学）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交大校史研究的
著作、大事记、资料汇编、博物馆陈列都提
到了这位交大第二任校长。”张人凤有感于
交大方面对张元济这段历史的重视，另外
一方面是张元济一生对交大有深厚的感
情，即便是离开交大去了商务印书馆之后。

诚如张人凤所言，在本书中，不仅能看
到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及译书院的工作经历
和业绩，同时可见他离职后多年间对学校
办学的关心，以及与学校创办人、多位校
长、教师、校友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汇编十分考验编者的眼界和学力。”
何菲是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校
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也是该书的另一位
主编，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的
丰富馆藏与数据库资源，拓展了该书的史
料来源。

“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来海盐就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这里是张元济的
故乡，同时也是张元济研究的一个大本
营。”商务印书馆编审、商务印书馆馆史

专家张稷感慨道，在海盐，有不喧嚣、不
嘈杂、不功利的这样一群人，像宋兵做了
多少年的特别基础的工作，还有张人凤这
样的灵魂人物，“像大家长一样，他在，
大家心安，就觉得这个事业有不一样的色
彩，张人凤老师身上还有张元济先生家传
的风范，务实、谦虚、言传身教”。

“像前面张稷老师说，其实我们都是
‘老商务’，对我们编辑来说，一直在践行
和学习张元济先生的出版理念。”商务印
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总编辑鲍静静说。

张元济的文化 IP 浸润着今日“书香
海盐”。海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胜
娟介绍，近年来，海盐县始终致力于传承
和弘扬张元济先生‘扶助教育、启迪民
智’的思想理念，先后建成张元济纪念
馆、张元济图书馆、元济高级中学等文化
教育事业设施；举办6届张元济学术思想
研讨会，成立张元济研究会，整理出版4
部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连续举
办10届张元济读书推广活动，在张元济
图书馆常态长效开展“涵芬展览”“涵芬
沙龙”等涵芬系列品牌活动，全面营造

“书香海盐”的浓厚氛围，激发市民群众
的读书热情。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一部《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追溯张元济与教育、
出版事业的不解之缘——

让后人多面认识张元济
□本报记者 雷萌 通讯员 周伟达 蒋虹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 6月28日，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并打造的“科学梦想
实验室”在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乐蟠小学正
式落成。

据了解，此次捐建的“科学梦想实验
室”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进行课程设计和
整体打造，以科学教育为目标，以“VR元
宇宙”为特色，配置8台VR眼镜以及多种
元宇宙图书资源。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吕邦玄代表全校师生向本次爱心援建者表
示感谢，他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目
前在教学实验方面所具备的条件却远远不
能满足师生们的需求。有了这个实验室，
学生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科学的奥秘，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来自天津的爱心
滋润了学生们求知若渴的心田。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经理季乐
表示，“科学梦想实验室”的建成恰逢乐蟠
小学建校10周年，希望孩子们充分利用这
间教室，去走近科学、感受科学、爱上科
学，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兴趣、科学素养和科
学追求。

首批体验“科学梦想实验室”的学生戴
上VR眼镜的一刻，惊呼声此起彼伏，“太
神奇了”，意犹未尽的学生们还在这里上了
一堂VR科学实践课“神奇的造纸术”，未
来，这间实验室将为更多孩子插上科学翅
膀，助力他们乘着梦想远航。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梦想实验室”在甘肃落成

本报讯 （记者张博） 6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国家电影局主办，以“加强制度体
系建设，开创标准化新局面”为主题的全
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二次全体会
议暨电影标准化发展战略座谈会在重庆永
川召开。

中宣部电影局常务副局长、电影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主任毛羽，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管洪，以及电影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部分省级电影主管部门
代表、影视科技专家、标准化专家和有关媒
体代表出席会议。

毛羽表示，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要拥
抱新技术、开拓新领域，消除技术焦虑、引
领标准规划、优化生产流程：要强化电影科
技、标准、规划的支撑引领作用，当好电
影高质量发展的远景规划师；要加强科技
创新与标准引领的融合联动，当好电影产
业提质增效的科技参谋部；要构建科学严
谨、开放合作、广泛参与的标准化协同工
作机制，当好电影行业转型升级的专家智
囊团；要构建电影标准化公开、公平、公
正、开放、包容、规范的运行新格局，当好
电影行业的技术评判员，以期为电影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和电影工业体系的优化升级提供
标准智慧和技术支撑。

会议提出，结合电影行业标准化工作
实际需求，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遵循国
家相关文件，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和满足需
求，通过充分调研并借鉴其他行业实践经
验，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了

《全国电影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试行）》
《电影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工作程序和管理细则》《全国电影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业务专用章管理和使用细则》3项
电影标准化制度，以强化电影标准化工作
宏观管理，提升电影标准质量水平，加强
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常规范运行，促
进构建结构合理、先进适用、国际兼容的
电影标准体系。

电影标准化发展战略
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6月26日，
在中国共产党103岁生日来临之际，荆
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携手湖北广电

“村村讲村村响”走进武汉市武昌区积
玉桥街道，为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党
的创新理论和二十大精神，并送上惠民
演出活动。活动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
导，湖北省广播电视局主办。

活动中，全体党员高歌 《我宣
誓》，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初心。
红色歌曲《把一切献给党》深情表白共
产党员对党忠诚和奉献精神，《清白》
热情歌颂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精神品
质，京剧《鱼水情》娓娓道来共产党一
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充满地方特色
的湖北小曲 《“桥”见中国》，以及歌曲

《黄鹤楼》《武昌之恋》《汉阳门花园里最
亲的人》等表达出武汉人对家乡的赞美
和热爱。现场，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通
过采访长江救援志愿队，展现出“凡人
英雄”的壮举和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品
格；武昌区积玉桥街道为一批老党员颁
授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理论宣讲环节，积玉桥街道沙湖社
区党委书记徐玉萍、金都蓝湾社区党
委委员叶倩敏分享了基层治理的经验
做法。理论宣讲专家、湖北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党校教授彭晓保，紧扣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区工作的重要论述，点
赞两位同志是热心服务的社区工作者
的代表。

据了解，此次活动通过央视频、新
华社现场云、长江云等网络平台账号，
以及遍布湖北广大农村地区的 20 多万
个“村村响”音柱终端同步宣讲发声，

网络观看量达170多万人次。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回顾入党初心。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 供图

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进基层宣讲演出

湖北20万个“村村响”同为党庆生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 6月27日，
2024 年中国行业报协会常务理事会暨聚
焦基层亮点 讲好行业故事——2024“新
春走基层”活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行业报协会会长张超文出席会议
并讲话。中国记协国内部副主任王佳出席
会议。中国行业报协会秘书长化中强主持
会议。

会上，张超文代表中国行业报协会作
2024 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并安排下半年工
作计划。张超文表示，中国行业报协会要

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庆典为总揽，
进一步提升行业媒体大局意识、服务能
力；以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等
为抓手，树牢行业媒体的党性原则；以提
升行业媒体业务能力水平为目标，实现会
员服务的高端化、专业化；以丰富多彩的
交流活动为手段，调动行业媒体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持续做好全国行业媒体践
行“四力”“走基层”活动的组织工作；
以纪律教育为契机，强化党建统领协会机
关建设，进一步建设好“行业媒体之家”。

在同时举行的 2024“新春走基层”
活动经验交流会上，中国行业报协会副会
长孙福会宣读了《中国行业报协会关于学
习推介“新春走基层”优秀作品和表现突
出集体、个人的决定》。

张超文表示，“新春走基层”作为新
闻行业的一项常设活动，既是新闻工作者
站稳人民立场，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
入群众的生动课堂，也是聆听时代脉搏、
讴歌时代风采，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的伟大实践，又是媒体深

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传承
和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奋力谱
写新时代新闻行业走好群众路线的有效
举措。

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财经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万平，中国民航报社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杰，中国铁道
建筑报社社长、总编辑王利，《中国石油
报》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耿玉
锋，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
党委委员王树民分别作了发言。

中国行业报协会2024年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

聚焦基层亮点 讲好行业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6 月 28 日至
30 日，以“旧书新知 书香运河”为主题
的副中心古旧书市集，在北京市通州区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广场举办。本次古旧
书市集邀请了近 30 家实体书店、出版机
构参展。

在6月28日的古旧书市集启动仪式上，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市体育局代表，向通州
区张家湾镇、潞源街道、北苑街道、宋庄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捐赠图书，这些书籍将用
于丰富社区、村的图书资源，推动社区、村
文化建设。

古旧书市集现场展销包括古旧书在内的
各类书籍，市民们不仅可以在市集上挑选心
仪的书籍，还可以参与雕版印刷技艺展示与
互动体验、图书互换活动、户外家庭读书会
以及各类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市
集还设置了互动区，市民们可以在此打卡盖
章留念，集齐一定数量的印章后还有机会参
与互动游戏，赢取精美礼品。参与活动的一
些市民表示，通过参加本次活动，他们不仅
淘到了心仪的书籍，还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
书友，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阅读的魅力和文
化的力量。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主
办，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
承办，旨在促进古旧书籍的流通，推动文化
传承与创新，实现绿色资源共享，丰富市民
精神文化生活。

古旧书市集
亮相北京城市副中心

（上接01版）
17 岁的少年雨禾 （化名） 父母离

异，无人管束，曾因偷窃电线受到公安机
关处罚，伙伴们不理他，村里人也称他

“狗都嫌”。郑琦知道后，将雨禾接到家
中，为他买来生活用品，并教育他：“违
法的事千万不能做，平时没事可以在我
这里看看书。”除了教雨禾读书学习，郑
琦还和他一起开垦门前的空地种菜，鼓
励他靠双手自食其力。如今，雨禾已重新
走上正道。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照亮乡村孩子成长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郑琦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阅读推广队

伍中来。
每一年，郑琦都要举办一期以留守儿

童为主的“希望家园 彩虹行动”关爱活
动，30 天的时间中，组织开展读名著、
讲故事等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活动专门
招募志愿者，对留守儿童开展阅读习惯养
成、心理关爱、学业辅导、安全教育、兴
趣特长培养、社会实践指导等。每年都会
有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来少年宫参加志愿活
动，推广乡村阅读。志愿者周晓涵说，陪
伴孩子的过程，也是自我突破与成长的过
程，她深深认识到，阅读照亮乡村孩子的
成长之路。

“郑老师让我真正理解了热爱的含
义，他把精力都放到孩子们身上，他的
幸福都是在精神层面上。”当阳市庙前镇
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黄进是郑琦乡村少年

宫发展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他被郑
琦的执着精神所打动，多年来与郑琦并
肩前行，并立足少年宫的发展需要，及
时给予支持，让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
辅导站逐渐发展成为如今闻名遐迩的乡村
少年宫。

被郑琦激励的还有“90 后”尚雪
芹。“10岁那年，郑老师曾去我所在的小
学宣讲，这些年，榜样的力量一直如明灯
照亮我求学的道路。”2017年，尚雪芹从
湖北大学毕业后，通过选调生考试回到
家乡庙前镇工作，也因此与郑琦有了更
多交流。她说，郑老师将所有的孩子当
成自己的孩子，用爱心鼓励孩子们阅读成
长，这种奉献精神很值得年轻人学习。她
将继续以郑老师为榜样，为家乡发展贡献
一份力。

当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红豆介绍，
除了阅读，孩子们还在这里学习音乐、美
术、书法、劳动等多种技能，少年宫不仅
成为留守儿童的温馨家园，也成为当阳市
开展少先队校外活动的阵地、大学生志愿
者社会实践基地和关心下一代志愿者工作
联络中心。“郑老师退岗不退休，用爱浇
灌孩子成长，也将少年宫打造成一个阵
地，向更多人敞开，很让人敬佩。”李红
豆表示。

“郑老师是老典型在新时代又焕发出
新活力。”宜昌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认
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几十年
来，郑琦老师不忘初心，坚持做教育工
作，积极推广全民阅读，特别是通过引导
孩子们阅读，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为乡
村阅读推广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