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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摩羯”，他们逆行“追风”

书香新疆步入“花样年华”

（上接01版）

连续作战
投身重建美丽家园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
秋台风，“摩羯”造成的严重灾害，极大
地影响了海南本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台风过境后，海南省广大新闻工作者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投入到灾后恢复
重建的报道任务中。

台风中，《海口日报》记者邝晓霞的
车辆车窗被刮破，但忙于采访的她无暇去
修理，就这样开着“漏风”的车一直奔波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9 月 9 日 凌 晨 ， 忙 完 最 后 一 篇 稿

件，邝晓霞刚准备休息，电话就响了，
单位通知上街采访党员干部一线清障情
况，她立即收拾东西急匆匆赶往采访
地点。

从这天开始，连续5个夜晚，邝晓霞
和同事们的身影都出现在海口各个清障点
位上，他们用手中的笔、镜头记录着数万
名党员干部群众连夜开展灾后道路清障的
生动场景——

有的人眼里布满血丝，却不愿多休
息一些；有的人的声音已然嘶哑，但
仍然坚守岗位维持现场秩序，以便清

障工作有序进行；有的人手掌被树皮
划出血，来不及包扎，依然坚持清理
粗枝……

9 月 8 日至 10 日，《海南日报》 记者
肖开刚连续3天奔赴文昌重灾区调查采访
农业受灾情况，倾听农户农企的诉求。白
天采访到天黑才回来，晚上又整理采访素
材到深夜，他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撰写了
4000 多字关于文昌农业受灾及复产情况
的第一手报道。

长时间、高强度的采写工作，也让肖
开刚在交了稿件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
但仅休息一天后，他又重新回到新闻工作
岗位，奔走在了灾区采访一线。

灾后重建的路上，依然活跃着诸多新
闻人的身影。《海南日报》 记者刘梦晓、
曾毓慧、刘宁玥、党朝峰等人深入台风影
响的重灾区，撰写文昌抗击超强台风“摩
羯”系列深度报道；南海网记者吴岳文在
台风登陆前因高血压住院，治疗期间时刻
关注文昌灾情，病情缓解后第一时间投入
工作，回传了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灾后恢
复稿件……

执笔为剑，尽锐出战。当前正是灾后
重建、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海南广大新
闻工作者仍在一线坚守奋战，他们期待
着，当昔日的家园重回原貌之时，再将好
消息传遍四方。

（上接01版）谈到合作出版该书的缘起，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祚臣表示，希
望通过这本书，让新疆的少年儿童、全国
乃至海外的小朋友走进新疆、了解新疆、
热爱新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增进他们对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美丽新疆的深层次认同
感和自豪感。

同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上海教育出
版社在“科学起跑线”丛书（民文版）合作
的基础上，全面开启关于教科研服务等方面
的深层次战略合作。团新疆区委副书记孟利
明认为，此次两社达成深度合作，正是深入
实施文化润疆、携手讲好新疆故事的又一优
秀实践成果。

“一起去旅行：游遍中国”丛书在首届
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首发，广东教育出版社与
喀什出版社举行了新粤出版成果发布仪式并
签订电子版权合作协议……这次超越了
4000 多公里的文学牵手，将引导和支持两
地出版更多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
族团结故事。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朱文清表
示，将继续思考如何用好新粤两地出版合作
机制，为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切
实发挥好出版的作用。

“文化润疆一直是北京出版集团的重要
工作之一。为了把握好首届新疆全民阅读大
会这一良机，北京出版集团旗下京版若晴科
创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与新疆文化出
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达成了合作意
愿，确认了合作项目。”京版若晴科创文化
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迁表示，未
来合作双方将加快整合各自资源优势，同时
在数字赋能、文创研学等方向上进一步深化
合作。

此外，还有诸多合作在大会现场发生。
如新疆教育出版社与天津教育出版社将在图
书出版合作与创新实践、共享书屋网络构建
等一系列关键领域展开合作。

良好开端连接书与读者

“在我的家乡遇到一场书展，就像看见
沙漠中开出了一朵小花，我们真的非常期待
它以后的样子！”9月13日，记者在中信出
版集团展位遇到了正在淘书的读者许莉，
听她与同伴激动地表达着对这场书展的赞
美与期许。在首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同期
举办的“阅读天山 文润新疆”2024 新疆
书展现场，330 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 4.4 万
余种图书参展，带给新疆读者一场不期而遇
的惊喜。

作为 2024 新疆书展的主宾单位，中国
出版集团带来了4000余种、近5万册精品图
书。“中国出版集团非常重视新疆读者的阅
读。我们觉得这是文化润疆的一件大事，同
时也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中国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说道。

“文化润疆是一个大工程。”黄河出版传
媒集团副总经理杨立国表示，希望以后还
能借着书展、借着各种论坛，走到新疆广
袤的大地上，跟读者进行广泛的社会交
流，把新疆这些年的变化、建设的成就更
为广泛地宣传出去。

“通过现场互动交流，我们与多家新疆
地区的图书经销商建立了联系，了解了新疆
地区客户及读者的需求，为更加精准地策划
适合新疆地区的优质文化产品积累了有益的
信息。”刘迁感慨道。

“无论是作为出版人，还是普通市民，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提升新疆的全民阅读氛
围。”徐江说，“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
运’，其实‘阅读也是可以改变人生’的，
希望这场办在家门口的全民阅读大会能够成
为一个良好的开端，让新疆的阅读氛围越来
越浓。”

9月16日晚，中秋节前夜，当团圆、
祥和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河南卫视

《2024中秋奇妙游》携鞠婧祎、刘涛、李
玉刚以及中国国家艺术体操队等观众喜爱
的演员、歌手、体育明星等温情赴约，共
叙思念。

《2024中秋奇妙游》回归“奇妙”初
心，创作围绕“月夜三部曲”展开。“除
了保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固有的优势
之外，我们在内容项、文化点、呈现手
段、情感表达的丰富性上下了很多功夫，
明星嘉宾的阵容更强大，呈现的形式更为
多样。”节目总导演路红莉告诉记者，这
台特别的中秋节目通过舞蹈、歌曲、体
育、艺术与科技“狠活儿”的多样态融
合，探寻中秋这一传统文化命题在当下的
新注解。

此次 《2024 中秋奇妙游》 继续沿用
“中国节日”系列备受观众喜爱的“传统
文化+现代科技”路线，围绕“月夜三部
曲”展开，通过串联剧情 《邀月》《沐
月》《圆月》和4支舞蹈、6首歌曲、1个
情景喜剧等节目，以丰富多样、细节满满

的表达，开启了一场国风盛宴。
舞蹈《四神云气图》“活化”了河南

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以舞者演绎四神云
气图壁画中环绕的飘逸流动的云气纹，将
古人对神秘世界的美好寄托具象化表达出
来。舞蹈和特效的巧妙融合，整个画面仙
气飘飘，亦虚亦幻。

在舞蹈节目《胡俑狂欢夜》中，胡俑
们在一个月圆之夜“苏醒”了过来。他们
在地铁车厢中与少年们斗舞，跟着旅客来
到洛邑古城，还与唐美人俑来了一次奇妙
之旅……导演组从河南省博物院、甘肃省
博物院、商丘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馆藏
的胡俑中寻找灵感，结合小品和舞蹈，生
动展现唐三彩非遗文化和大运河文化。

原创舞蹈《秦时明月》则用电子朋克
结合数字特效，把光效艺术、震撼舞
蹈、数字特效和兵马俑巧妙相融，这种
历史的印记与未来的碰撞产生了奇妙的
化学反应。

很多网友被河南卫视圈粉，就是从
《唐宫夜宴》 这个节目开始的。《2024 中
秋奇妙游》将目光再次投向博物馆，以文

物为创作原点，以期通过艺术表达和科技
赋能，赋予传统的内容更现代的表达。节
目导演组表示，《2024中秋奇妙游》回归
初心，就是想继续为大家推出更多从文物
衍生而来的创意作品。

有人望月思乡，有人赏月怀古，有人
月下遇佳人。由演员佟丽娅领舞的《月夜
桂飘香》，通过服饰、色彩、妆容、舞蹈
等，将宋代的雅致、婉静、柔和延续到当
代，形成独特的美学效果。

作为 《2024 中秋奇妙游》 中的一大
亮点，舞蹈 《胡俑狂欢夜》 通过舞者演
绎，“复活”了驯马俑、骆驼载乐俑等文
物胡俑。而 AR 的技术运用，则让虚拟
场景和现实舞台结合，并叠加了现代地
铁、复古集市等实景，现实和虚拟交
织，历史和文化交融，展现了中外文化
的深度交融与互动，更让观众在欣赏节
目的同时，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
容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
团体全能金牌的中国国家艺术体操队，此
次也惊艳亮相 《2024 中秋奇妙游》，郭崎

琪、郝婷、黄张嘉洋、王澜静、丁欣怡“五朵
金花”再次演绎《凤鸣凌霄》，在古风乐器的
悠扬中，或身着夺冠队服或化身古代美人，
展现着汉唐盛世的多元、开放，让人仿佛穿
越时空，沉浸在无尽遐想中。

除了精彩的舞蹈节目，《2024中秋奇
妙游》也通过动人音律，唱出佳节深情。

中国游泳奥运冠军孙杨、中国艺术体
操亚洲冠军张豆豆这对体育明星夫妻，携
手唐汉霄带来的《新月牵影》，让中秋传
统节日与北京中轴线、商丘古城、登封嵩
阳书院、登封观星台，以及茶、书法、绘
画、文物修复等传统文化，在中秋的月光
下交相辉映，表达了对家国、家乡的无限
热爱。

《2024中秋奇妙游》不仅展现了河南
卫视在国潮节目领域的深厚功底和创新能
力，更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活力。有
观众点赞：“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又一
场文化饕餮”“河南卫视的节目不仅具有
美感，还能带给人深深的感动”“《2024
中秋奇妙游》让人在欣赏美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和时代的进步”。

河南卫视《2024中秋奇妙游》：

省博镇馆之宝“活化” 胡俑月圆之夜“苏醒”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 9月13日，
2024 年中秋节前夕，一场别开生面的科
学与艺术盛宴，在国家大剧院盛大开场，
拉开了第21个全国科普日暨第十四届北
京科学嘉年华的序幕。

该活动是由国家大剧院、北京市科
协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北 京 科 技 记
协、北京科普作协联合举办的“当科
学与艺术相遇——科学元典名篇赏读

沙龙”系列活动的第 3 期，主题是“世
界名画里的科学与爱情”，聚焦近代化
学之父、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的不朽名
著 《化学基础论》，展开科学与艺术的
诗意对话。

著名科学文化学者、“科学元典丛
书”主编任定成，女高音歌唱家周晓
琳，朗诵解说艺术家周扬，国家大剧院
古典音乐频道主编高屹，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青年学者贺婧，浙江音乐学院副教
授金麦克，共聚一堂，带领观众走进拉
瓦锡的时代，感受科学、艺术与爱情交
织碰撞的火花，为公众奉上一场别开生
面的科普盛宴。

活动中，任定成介绍了拉瓦锡的科
学人生与 《化学基础论》 的非凡贡献。
任定成是 《化学基础论》 的首位中文译
者，他曾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受邀出席

法国科学院举办的拉瓦锡逝世200周年纪
念大会。

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就 18 世纪沙龙
文化对欧洲科学、艺术发展和思想文化传
播的深远影响畅所欲言。

本场活动是科普教育的一次创新尝
试。活动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元典丛
书”为切入口，让科学与艺术携手，开创
科学经典阅读的新模式。

“科学元典名篇赏读沙龙”点亮全国科普日

本报讯 （记者黄琳）走进古朴静谧的鲁兵儿童
文学馆，一面面书墙摆满琳琅满目的儿童书刊，信手
翻阅就能开启一段天马行空的梦幻之旅。

中秋节期间，鲁兵儿童文学馆作为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澧浦镇锁园村的农家书屋，开展了“我在文
明实践站过中秋”之“月满中秋节，书香润心灵”阅读
活动，村里的大人小孩各有各的阅读乐趣。

锁园村文化员程桂香是书屋管理员，负责书屋
每天开门迎客，也会组织一些亲子阅读活动。“目前，
馆内有儿童文学相关图书、杂志2000余册，不定期
会有单位和个人捐赠，全部可以免费借阅。”

鲁兵先后出版过近百部儿童作品，《一分钟》《小
刺猬理发》两篇文章入选2017年人教版教材。鲁兵
儿童文学馆由鲁兵旧居改建而成，古朴的老宅因为
儿童文学焕发生机。一楼设有儿童文学作家室、儿
童文学展示厅、儿童文学活动中心、儿童互动吧。二
楼以“书香人家”“情系故里”“追寻光明”等主题设置
了鲁兵生平展。馆内再现了鲁兵童年自由成长、青
年投笔从戎、中年深耕儿童文学创作与编辑的心路
历程。同时，以鲁兵为纽带，汇聚了叶圣陶、冰心、陈
伯吹、艾青、蒋风等国内文学界诸多学者的作品，编
织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地图。

澧浦镇宣传干事池鉴说，这里不仅是儿童文学
的阅读和交流阵地，村里还引进了第三方运营单位，
希望把锁园村的文化资源盘活起来，结合节假日举
办大型活动，吸引人流。

去年5月开馆以来，鲁兵儿童文学馆开展了儿
童文学阅读、学术研讨、主题创作采风、研学等丰富
活动。“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感知童心、童趣，激发儿童
文学兴趣，助力儿童文学主题全民阅读。”金东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魏康星表示，鲁兵儿童文学馆将着力
打造集阅读推广、教育研学、学术交流、旅游参观、创
作采风等于一体的浙中儿童文学展示交流平台，推
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浙江：

月满中秋节
书香润心灵

9月14日，中秋佳节到来前夕，第十四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明月寄相思 阅话中秋情’——‘我与地
坛’中秋乐读会”活动以“阅读+诵读+音乐”的形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斋宫举办。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围绕中秋的历史底蕴和北京文化内涵展开，以诵读诗文名篇、聆听古韵新声的形式展现
古老与现代的交融之美，让人们在诗意的氛围中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

此次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指导，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发行集团承办，
北京市国资委、东城区委宣传部协办。该活动是结合2024年“书香京城系列评选活动”的相关工作安排，主办方专
门策划推出的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之一。

图为“‘明月寄相思 阅话中秋情’——‘我与地坛’中秋乐读会”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摄

明月寄相思 阅话中秋情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9月14日，作
为长江文化艺术季的首场活动，长江文化
名家学术研讨会暨长江文化研究院揭牌活
动在武汉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
党组成员赵志敏，湖北省副省长陈平，武
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等共同为长江文化
研究院揭牌。

长江文化研究院由湖北省委宣传部与武
汉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作为长江文化研究的
高端智库和协同创新平台，该研究院将承担
开展长江文化研究、推进长江文物和文化遗
产系统保护、组织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
大问题研究、推出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
艺精品、开展长江文化对外交流等职责。

据介绍，湖北地处长江之腰，是长江文
明形成的“关枢之地”。作为长江文化研究
重镇，湖北策划编写了首部“长江文化研究
文库”，率先倡建了“长江学”学科，策划

《长江文明通史》丛书，在长江文化研究领
域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新成立的长江文化研究院，设立学术
委员会、秘书处、《长江文化研究》期刊编
辑部等。揭牌成立后，将陆续推出召开专
题研讨会、招标专项课题、创办专业期刊
等举措，和全国学界一起，为加快构建富
含长江文化元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
献力量。

当天，150余位来自各高校科研机构的
专家代表共话长江文化传承发展。

长江文化研究院
在武汉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