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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在伊春，有全媒体阅读品牌“森林读书

会”，有“书香机关·滚烫阅读”品牌，有教育
系统的“阅向未来”，有共青团的“阅读悦青
春”，有全市选树的1000名“荐读者”，有遍
布城乡的各式“悦读空间”……

在 2024“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
黑龙江站活动中，出版界将3700多册图书
送到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林业工人手中。

“感谢出版界对伊春的关心。我们可以
把‘到伊春来读书’做成一个品牌。”伊春市
委书记董文琴在与出版人的交流中，道出
了这个创意。

“好啊！你们这个旅游城市完全可以
打造成一个游客想来这里读书的品牌。”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一边点赞一边
说，还不忘加了一句“一个来了就不愿意
走的城市”。

“我们一定呼吁出版界多把有用的书、
卖得好的书送来。”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长马国仓也非常支持这个创意。

“让城市因读书而受人尊重”

走进伊春，总有人会被这里的阅读氛
围所感染。

在城市中心，伊春森工集团创建了集
书店、图书馆与公共书吧功能于一体的城
市书房——林城书屋，全天候向市民免费

开放。同时，森工集团还鼓励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建设“书语伴读”“拾光书店”
等特色阅读阵地两处，拥有书籍 3 万余
册，面向全社会公益开放。

伊春市现有80多万人口，市内只有12
万多人，书屋能坚持24小时营业，需要伊
春市委、市政府和森工集团的深谋与坚持。

“漫长的冬季，这里光取暖就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出版人说。

林城书屋 6 点到 22 点无门槛免费阅
读，22点以后实施预约制，凭身份证进入。

“只要有人预约，我们就开门。来一个
人，点一盏灯；来10个人，围坐一桌；来20
多人，就把一楼全开放。”林城书屋负责人
张美慧的话透着东北人的“松弛感”，就像
是来这里读书的人的态度。

墙上的木牌上写着：“文明、平等、信
任”是林城书屋发展的基础，“用自律替代
监管”是林城书屋运营的追求。

“让城市因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倡言，
也醒目地昭示在墙上。

据说，有些去早市买菜的人都会来书
屋坐一坐，看会儿书。

在林城书屋，今年7 岁的袁铭鹤小朋
友因一张美术作品《时光守护者》领取了黑
龙江省版权局颁发的“人生第一张作品登
记证书”。正在书屋看《未来世界》的他告诉
记者，看这些书带给了他很多创作灵感。陪
伴在旁的父母也说，不管是在家里读书，还

是来书屋，已经成了一家三口的集体活动。
张美慧说，这个书屋里总有故事。令她

难忘的是一位来自大连的游客，离开伊春
后在网上发了一篇游记，名为《林海绿波
中，点燃一盏灯》，文中写道：

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在绿波滚
滚的林海中，城市人口并不多的伊春点燃
了这么一盏睿智而温暖的书屋之灯，亮晶
晶、光闪闪，惊艳了岁月，温柔了时光。

“读在青山绿水间”

很多游客和张美慧说的大连游客一
样，“来伊春是想探秘原始森林，想看诱人
的茫茫林海，想来大氧吧里洗洗心肺，并没
期待坐进书屋”，毕竟很多城市也有书屋。

但未曾想，却收获了这份“意外”。
对于这份“意外”，伊春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肖爽说，游客也是这座旅游城
市的重要一分子。我们在全社会持续掀起
全民阅读热潮的目的，就是为推动伊春文
旅融合、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提供强大思
想保证、文化滋养和精神力量。

为扩展基层阅读设施，伊春市按照“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在桃源湖、九峰
山养心谷等景区建立了7个省级“森林书
房”示范点，并在其他景区、社区、乡村（林
场）建设市级“森林书房”50个，让书香与
自然美景相得益彰。同时，建设农家书屋

205 个、城市书店 75 家、市直职工书屋 57
个，满足不同群体阅读需求。

去年7 月，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重点
打造的全媒体阅读推广类节目《一起读书
吧》在伊春拍摄录制。30 余名获得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以及文化学者走
进“森林书房”沉浸式读书、畅谈式分享，黑
龙江省级媒体主播及13个市（地）几十位
融媒体主持人齐聚开播“森林读书会”。伊
春紧紧抓住名家大咖做客林都的难得契
机，将当地产蓝莓、木耳、红松籽等森林食
品融入节目之中，邀请嘉宾走进嘉荫茅兰
沟森林公园、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汤旺
河林海奇石景区等各大景区，推介好山好
水好风光。

同时，伊春市委宣传部还邀请11位本
土作家做客“森林读书会”，让家乡的人用
东北的话、唠身边的嗑、说家乡的美。4期
节目，不但展示了文旅融合成果，还推出了
全民阅读主题歌曲《读在青山绿水间》。

“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不但要有
跋山涉水的脚力，还要有献身林业的定
力；不但要有艰苦奋斗的耐力，还要有生
动形象的笔力。”伊春市作家协会主席许
养文表示。

伊春的绿色生态和秀美景色，是大
自然赐予的一本得天独厚的好书，每个
时代、每个季节读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
感悟和收获。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由中国国家
版本馆、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书友之家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的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 新书发
布暨专家座谈会近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
举行。同期，《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
入藏国家版本馆。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是“出版
人口述系列”的开篇之作，共收录了 19
位老一辈出版人的口述资料及视频，展现
出老一辈出版人的文化情怀与责任担当，

为推动出版行业鉴往知来、守正创新提供
了宝贵的史料，被列入 2024 年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的融媒体项目。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是针对国
内目前出版史口述类读物缺少融媒体出版
形式而策划出版。其内容通过访谈方式，
邀请口述者回顾个人参与出版业重大事件
和活动的经历，以反映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形式上运用融媒体技术将口述
者的文章、图片与口述视频融合，生动展
示老一辈出版人的风采。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一书口述
作者大多是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获得过全国性出版奖项的优秀出
版家。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5岁，90岁以
上超过半数，年龄最大的是人民出版社原
社长、总编辑张惠卿，今年100岁。

该书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编委会主任魏玉山任主编，江西高校出
版社出版，青岛城市传媒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录制视频。录制团队从 2023 年 3 月
起，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济南、
武汉、南宁、长沙的口述作者家中录制

采访。这期间，郑士德 （享年 95 岁）、
刘硕良 （享年 91 岁）、邵益文 （享年 92
岁）、王为珍 （享年85岁） 4位出版人不
幸去世。

在发布会现场，原中国图书进出口
总公司董事长陈为江、原新闻出版总署
音像与电子出版管理司司长谢明清、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社长海飞 3
位口述作者代表讲述了自己与出版的故
事。郭义强、刘伯根、孙文科、刘建
国、孙悦共同录制了“出版人口述系
列”第二辑开机视频。

《老一辈出版人口述实录》在京首发
口述作者平均年龄超过85岁，90岁以上超过半数，最大的100岁

本报讯 （见习记者蒲添）近日，首届中
国—东盟知识服务创新与国际交流发展大会
暨第五届中国出版业知识服务大会在广西桂
林召开。大会以“AI时代出版业的数字创新
与国际服务”为主题，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出版业数字创新和知识服务等方向的现状与
未来路径，聚焦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的
发展与交流，共同探讨数字内容出海、版权贸
易和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在致辞
中表示，出版业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国际
传播体系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角色。随着全球
文化交流的深入，出版业知识服务的国际合
作将更加频繁。面对挑战，出版企业需要结
合资源特色与全球视野，创造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品和服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
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王晓华就深化数字出版
领域合作提出3点建议：一是携手共进，共同
推动文化与科技在出版领域深度融合；二是
传承创新，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
服务品牌和产品；三是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地
区文明交流互鉴。

本次大会由主论坛和专题论坛组成。在
主论坛主旨发言中，来自国内外出版行业的
10 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了演讲。在专题论坛
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知识服务展
开交流。此外，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中国—东
盟大学出版联盟成立仪式、《近镜头》版权输
出签约仪式、新闻出版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创
新应用优秀案例揭晓及证书颁发仪式等多个
交流活动。

本次大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与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
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和蜜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协办。

首届中国—东盟知识服务创新
与国际交流发展大会在桂林召开

探讨AI时代出版业
数字创新与国际服务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由北京市
东城区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同
主办的“绚丽的画卷”——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经典连环画特展
开幕式暨“胡同里的图书馆”项目发布
仪式近日在北京钟楼举行。

此次经典连环画特展精选 75 部连
环画作品，分别为新中国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创作出版的优秀连
环画。它们或取材于中外文学名著、中
华历史典故、民间传说、革命故事，或

浓墨重彩地表现新中国英雄模范人物的
感人事迹，既是对新中国 75 年辉煌历
程和连环画艺术巨大成就的深情回顾，
也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的一份诚挚献礼。

在 75 部经典连环画作品的作者
中，既有刘继卣、王叔晖、贺友直、
王弘力等连环画巨匠的精品，也有沈
尧伊、高云、李晨等当代美术名家的
力作。其中，刘继卣创作的 《闹天
宫》《武松打虎》采用中国传统的工笔

重彩风格，将传统艺术魅力展现得淋
漓尽致。《武松打虎》 组画在 1956 年
获 第 五 届 世 界 青 年 联 欢 节 美 术 奖 ，
1984 年获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节特
别荣誉奖，是国内外读者心中的不朽
经典。

汪玉山所绘连环画 《岳飞传》 出
版于 1958 年至 1960 年间，虽年代久
远，但“精忠报国”的精神激励了一
代代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忠于祖国、
报效祖国。

展出的连环画还有连环画系列丛书
《最美奋斗者》《功勋：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故事》等，画家以精湛的笔墨、新
颖的装帧设计再现了袁隆平、钟南山、
屠呦呦、于敏、黄旭华、李延年等科学
家和英模的感人故事和赤子情怀。

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胡同里
的图书馆”项目发布仪式。该项目由
中国出版集团所属 8 家出版社与北京
市东城区 8 家文化空间结对，共同打
造群众身边的高品质阅读空间。

75部经典连环画献礼新中国75华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于10
月1日至7日开启“国庆‘阅’享畅
游会”，以书香烘托热烈喜庆的节日
氛围。其间，二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互动体验活动、三层的“共绘美丽
中国”美术体验活动，吸引了很多
小读者参与，激发了小读者的爱国
热情。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摄

中关村图书大厦
邀读者国庆“阅”享畅游

本报讯 （记者黄琳）浙江传媒学院出
版学院挂牌仪式暨第三届出版新业态发展
研讨会日前在浙江传媒学院举行，标志着
浙江省高校第一家出版学院成立。

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韦路
表示，学校将充分发挥传媒多学科交叉优
势，全力支持出版学院特色发展、勇闯新路，
推进产学研教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卓
越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复合型、创

新型、实践型、融媒型高素质出版人才，为服
务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
明说，希望浙传出版学院在未来的发展中，
加强与中国出版协会的合作，积极融入出
版行业的大变革、大挑战，不断探索、勇于
创新，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
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出版人才，为中国出
版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还田
认为，浙传成立出版学院是学科布局的一
次重要拓展，是对新时代出版业发展趋势
的敏锐洞察和积极回应。希望出版学院坚
持守正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束缚，积极探索
出版教育的新模式、新路径，不断提升出版
人才培养质量。

在随后举行的第三届出版新业态发展
研讨会上，11 位资深出版人、知名学者围

绕出版学科建设、出版人才培养、人工智能
与出版新业态发展等主题，分享前沿思考
与观点。

本次研讨会由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
院、浙江传媒学院人文社科学部、浙江省新
型重点培育智库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
新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传
媒学院长三角智能传播研究院、中国新闻
史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挂牌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鲁迅与国
学》共读会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共读
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商务印书馆联合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上世纪
80年代末进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后，受到林辰
先生影响，开始关注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
题。经过多年的思考、整理与写作，他完成了

《鲁迅与国学》一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榜“京华好书”2024年第6期书单。

在孙郁看来，鲁迅是“取今复古、别立
新宗”，把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部分和域外
文化当中有意味的部分嫁接在一起，形成一
个新的文明。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对“鲁迅
与国学”的认识。

孙郁《鲁迅与国学》
共读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赖名芳） 第 35 届银河
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最佳
长篇小说奖由来自成都的作家严曦的《造神
年代》斩获。

此次获得最佳中篇小说奖的是江波的
《赛博桃源记》、廖舒波的《艺》以及王元的
《他者》。《遥远的脉冲微光》《中元节》《且
放白鹿》《游隼向西飞行》《上帝的花棺》获
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得主
为阅文作家城城与蝉的作品 《天才俱乐
部》。最佳新人奖获得者为谭钢。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刘慈欣为严曦的《造
神年代》颁奖。《造神年代》是一部关于强人
工智能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的科
幻小说，已于2023年10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

本届银河奖颁奖系列活动中还举办了科
幻动漫研讨会、沙龙以及科幻作家签售会等。

第35届银河奖
在成都揭晓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吉林省四平市图
书馆近日开展了“以书会友、共沐书香”换书
大集活动。

活动现场共设置了八大板块、12项文化
活动，为市民提供了 75 个家庭个性定制摊
位，参与活动交换的闲置图书达5000余册。

活动当天，四平市图书馆正门广场热闹
非凡。舞台上，古筝、琵琶、朗诵、舞蹈、
歌曲等15个精彩节目共同书写传统文化华
彩篇章；舞台两侧“蒲公英图书漂流服务
台”与“新华书店图书展销服务台”此唱彼
和，台下75个“小小蒲公英漂流站”错落
有致，每个摊位前都围满了前来交换书籍的
读者。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图书馆文创产品兑
换区、“四季童读”游戏互动区、“璀璨非遗
珍品有约”非遗文化商品展等展区。

吉林省四平市图书馆
举办换书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