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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平 通讯员深版） 10
月21日起，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深
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前方指挥部主办的第二十五届深圳读书月主
推活动之一——2024 年“文化润疆·深喀共
读”系列活动正式开启。

“文化润疆·深喀共读”首场活动走进喀什
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方麟以“岑参，寻
找唐朝的深圳”为主题，与广大师生一起穿越
历史长河，探寻边塞诗人岑参的诗意人生。现
场师生高举的“山海万里·阅连深喀”等互动
手牌，展现了深喀两地以文化为纽带，携手共
绘书香校园的新画卷。

为有效充实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红其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数
字书房书籍储备，促进优质图书资源共建共
享，深圳出版集团向红其拉甫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捐赠图书 507 册，并将持续捐赠图书
1500余册。

记者了解到，在第二十五届深圳读书月期
间，深圳出版集团将陆续开展“文化润疆·深
喀共读”6场系列名家文化活动，向喀什百姓
书房捐赠10万码洋图书，深入联动喀什百姓
书房、喀什大学等地，进一步助力“书香喀
什”建设。

“文化润疆·深喀共读”系列活动开启

图为深圳出版集团代表向红其拉甫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工作人员捐赠图书。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 供图

放映普法影片 （短片） 12 万余场
次、600余场线下宣传活动、观影人数
百万余人次……近日，甘肃省“晒”出

“公益电影+普法宣传”活动成绩单。
“公益电影+普法宣传”活动是甘

肃省持续拓展“公益电影+”服务模
式，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公益电影放映提质增效的重要
举措之一。10月21日，甘肃省电影发
行放映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
弘表示，百万余人受惠，这不仅仅是一
组数字，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成
就，更是为全省广大基层群众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氛围的佐证。

甘肃地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如
何克服基层文化建设因受经济发展制
约、地理条件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红利”惠及更多基层

群众，切实增强全省农村群众的文化获
得感？今年以来，甘肃省通过“公益电
影+”的方式，创新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效能，让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落到了实处。特别是甘肃省委宣传
部、省电影局依托省电影发行放映集
团，通过联合省司法行政部门，借助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广泛覆盖甘肃9个市 （州） 的1万
余个放映点，把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送
进乡村，“零距离”将法律知识深入浅
出地传达给农村群众。

“‘公益电影+普法宣传’对老百姓
来说是一种新的形式，大家的接受度高、
效果好，每场活动都能聚集很多群众。”
甘肃省敦煌市司法局干部赵文倩说。

将电影与理论宣讲相结合，积极把

农村公益电影这块“小银幕”打造成
为服务基层群众的“大舞台”。在每一
个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点，甘肃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的放映员通过现场宣传和
精心挑选的普法影片 （短片），将法治
的种子播撒在群众心中。在敦煌市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员梁成看来，这种方
式不仅可以展现法律在解决矛盾纠
纷、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方面的重要
作用，也能让观影群众直观感受到法
律的公正与威严。

每次放映前，梁成都会为现场群众
发放普法宣传资料，无论是学生、上班
族还是老年人，对这种形式的普法活动
都赞许有加。敦煌市莫高镇窦家墩村
村民马凌骁说：“我一直喜欢看电影，
之前梁师傅来我们这儿放映，我几乎
每场都看，这次和普法活动结合起

来，很有意义。”
莫高镇副镇长何凯雯告诉记者，普

法宣传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更是法
治精神的传播；银幕故事不仅是艺术的
表达，更是社会问题的镜子，通过“公
益电影+普法宣传”的形式开展普法教
育，有助于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
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
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让法治意
识根植人民心中。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融入法治元
素，既是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方式的
新探索，也是对普法宣传形式的一次
新尝试。”张弘说，这种形式不仅为构
建和谐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法治力量，
也进一步拓宽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覆
盖范围，让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成为助
力陇原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12万余场次、惠及群众百万余人次，甘肃持续开展“公益电影+普法宣传”活动——

“银幕故事是艺术表达，更是社会的镜子”
□本报记者 田野

湖源乡、新登镇、胥口镇……持续
近3个月的公益电影放映不仅为浙江省
杭州市富阳区各乡镇街道的村民们带去
了文化大餐，同时也让他们在观影中潜
移默化地学习了“扫黄打非”知识。

“我们想通过电影放映的形式，提
高基层群众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知
晓率和参与度，净化农村文化市场，
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富阳区“扫黄

打非”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与公益电影下
乡相结合，不仅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还有助于巩固农村意识形态和宣
传思想阵地。

富阳区“扫黄打非”电影宣传活动
从 8 月开始持续至 10 月下旬，共放映
472 场，覆盖全区 24 个乡镇街道，334
个行政村及社区。以公益电影放映为载

体，现场放映《扫黄打非警示录》科普
片，就“扫黄打非”是什么、为什么、
做什么，向观众作答。

用电影放映助力“扫黄打非”宣传
的形式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网络发
展很迅速，农村群体对网络不良信息的
判断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通过观看

‘扫黄打非’科普电影，我们对这个工
作有了新认识，提高了辨别能力。”胥

口镇村民罗晓钧如是说。湖源乡村民许
丽琴表示：“‘扫黄打非’工作镇里平
时也在宣传，看了科普片之后，相关知
识更具象了。”新登镇村民潘小璐还提
出要把了解到的“扫黄打非”知识分享
给亲戚朋友：“来看电影后了解到‘扫
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性，我要告诉家人
朋友，也会教育子女远离‘黄’‘非’，
在文明社会做个文明人。”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用公益电影助力“扫黄打非”进基层——

“看了科普片，知识更具象了”
□本报记者 黄琳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安徽省林业
局、安徽省林长制办公室联合安徽出版集团
策划大型报告文学《不负青山——林长制改
革新时代报告》一书，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
社出版。

《不负青山——林长制改革新时代报
告》全面勾勒出林长制改革的起源蓝图、制
度框架、实践轨迹与理论探索，读者从中可
一窥林长制改革进程的全貌，感受林长制改
革的深远意义。

书中通过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林业故
事，展现了林长制改革在基层的落地生根。
书中汇聚了来自安徽全省各地市各级林
长、林业专家、基层林人、产业精英、当
地百姓的声音，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
亲身经历，讲述了林长制改革如何精准施
策、因地制宜，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发展成果。

在讲述林长制改革成果时，该书坚持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翔实的数
据、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充分展示了
林长制改革在生态环境保护、林业经济提
振、乡村振兴等多维度上的辉煌成就。

安徽文艺社新书
聚焦林长制改革成果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日前在京举办“黑龙江：从内河
到界河的故事”对谈活动。《黑龙江纪事》
一书作者、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与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潘振平以黑
龙江流域3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为线索，结合
个人经历以及史料收集经历展开对谈。

卜键所著 《黑龙江纪事》 是他继 《库
页岛往事》 之后又一部关注东北区域历
史、关注东北亚诸国关系历史的代表作。

“由文入史”的研究经历使他的写作体现出
“有史料、有观点、有感情”的特征，也是
促使其成为历史非虚构领域经典之作的重
要原因。

卜键表示，对待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一定要使用复杂而具体的观察方法。往往在
细节中，才能找到历史的真相。在写作《黑
龙江纪事》的过程中，他不断反思中国近代
史上割让土地的苦难深重，并对此痛心疾
首。他强调，找到黑龙江流域领土丧失的原
因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

潘振平认为，《黑龙江纪事》一书收集
了大量一手资料，能在实证的基础上，放眼
3000 年，接连起各种历史因果，最终在完
整的历史框架中写成优美且有温度的纪事本
末体。卜键的写作能够客观公正地从一手档
案中找到写作依据，并从细节入手，以

“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来谋篇布局，写出了
人物的光彩和历史的生动性。

《黑龙江纪事》
细节中找到历史真相

纪念叶圣陶诞辰130周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
（上接01版）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认为，注重儿童审美教育、强调习惯养成、
倡导“趣味教育”、美育与学科相结合、语文美
育实践等等，构成了叶圣陶的美育思想，并贯
穿于他的作品之中。

“座谈会纪念的不只是爷爷，而是以爷
爷为代表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教材编写出版
的人教人。”叶圣陶孙女、叶圣陶研究会理
事叶小沫认为，“老一辈人留下的语文教育
思想和教材编写思想及经验，是取之不尽的
宝藏。”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回顾了叶圣陶
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期间所作出的贡
献，包括与顾颉刚一起编写了我国初中语文
课本的奠基之作《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
科书》，参与编辑了配套读物“学生国学丛
书”等。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冯云生表
示，教育出版人要持续继承弘扬叶老精神，
聚焦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加快推进中国特
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表示，人教
社全体职工将铭记叶圣陶高标准打造教材
编研队伍，为人教社构筑深厚的人才基
础；铭记叶圣陶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
为广大师生编教材的一片赤诚；铭记叶圣
陶探索中小学教材基本样态，编研出版基
本方法和教科书供应基本制度的开拓进取
精神；铭记叶圣陶对待编辑工作无限热爱
和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铸就了人
教人坚守的工匠精神；铭记叶圣陶以教育
家的远见卓识和出版家的敏锐洞察，重视
和倡导阅读的视野格局。

座谈会现场还举行了《叶圣陶语文教育
文集》《一代宗师叶圣陶与语文教育》《叶圣
陶日记全集》《我的爷爷叶圣陶》《叶圣陶童
诗精选集——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图书首
发式，《叶圣陶全集》《叶圣陶与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工作启动仪式。人民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王日春主持会议。

当天，“叶圣陶与新中国教育出版”主题
展览在人教社同步启幕。人教社联合中国邮
政集团发行的叶圣陶诞辰130周年纪念邮票
将于10月28日公开发布。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 尹琨） 10
月24日，中国出版协会新闻出版文字规
范化工作委员会 2024 年年会暨学术交流
会在河南安阳召开。年会以“规范汉字使
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来自管理
部门、新闻出版单位、字库企业、网络平
台等各界代表百余人参会。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作主旨演
讲。中宣部出版局出版科技与标准处处
长、二级巡视员，文字规范化工委常务副
主任安乐，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
级巡视员贾宏宇，河南省出版协会理事
长谭福森，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王
庆致辞。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文字
规范化工委主任，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董事长马国仓作工作报告。年会还邀
请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作学术报告。年
会由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
利明主持。

邬书林强调，语言文字作为国家重
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
战略资源，事关国家发展大业、民族复
兴伟业，要将文字规范化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
作去推进。工委要高度重视文字规范化
工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统一认识、明确发展思路；要进一
步发挥引导作用，以专业组织的优势加
强队伍建设；要立足于创新，进一步加
强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在新闻出
版行业的创新应用；要进一步建章立
制，与时俱进，把工作做深、做实、做
细、做出成效。

马国仓在工作报告中介绍，文字规范
化工委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决策部署，按照中宣
部加强文字规范化工作的要求，以规范使
用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目标，

着力推进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信息化建设，通过创新开展工作积累了一
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工委将
从不断深化认识、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
务能力、突出示范引领、曝光不规范现象
等方面发力，引起全社会对规范使用汉字
的关注和重视，发挥好文字规范化工作在
行业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当天下午的主题发言环节由文字规
范化工委常务副主任，中国言实出版社
执行董事、社长冯文礼主持。广西出版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
艺兵，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人民
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于国，世纪金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泉，北京汉
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马
忆原，中宣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图书质量部主任信君，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标准化研究所副编审郎彦妮 7 位
嘉宾，围绕规范使用汉字与古籍出版、

教材出版高质量发展，以规范使用汉字
提升精品内容供给能力等话题分享观
点，并对 《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
算方法》《汉字字体使用要求》两项标准
进行解读。

本次会议还设有圆桌交流环节，与
会代表在交流发言时认为，汉字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规范使用
汉字，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文
化自信的体现。要大力弘扬汉字所蕴含
的中华文化精神，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
大局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
化生活新期待，让文字规范化助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焕发新的
时代光彩。

本次会议由中国出版协会指导，中国
出版协会新闻出版文字规范化工作委员会
主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承办，安阳市委宣传部协办。

中国版协新闻出版文字规范化工委2024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在河南安阳召开

规范汉字使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