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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出版人倾情编写《小平小道》：

我们想以此书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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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 11 月 6
日，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
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与会人员认为，梅兰芳、周信芳先
生是戏曲艺术的一代宗师，也是享誉国
际的中国文化界杰出代表，创作了大量
人民喜爱的经典剧目，塑造了一批熠熠

生辉的艺术形象，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京
剧梅派、麒派艺术。要继承发扬梅兰
芳、周信芳先生胸怀大义、德艺双馨、
创新创造、传播中华文化的崇高风范和
不朽功绩，为传承弘扬戏曲艺术、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承担起新时代
的文化使命。要提高原创能力，创作
优秀剧本，加强重点传统剧目整理复
排工作，创作演出更多经典好戏。要
高度重视培养戏曲人才，发挥老艺术
家的“传帮带”作用，为年轻人提供
更多扶持激励措施，实现戏曲艺术的
薪火相传。要总结推广支持戏曲传承

发展的经验做法，推动戏曲进校园、
进乡村、进社区，加大国际化传播力
度，大力营造有利于戏曲繁荣发展的
良好政策环境。

本次座谈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
文联主办。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的亲属
代表、家乡代表，艺术家、专家代表以
及相关单位代表参加座谈会。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金鑫） 在2024年进博会新闻中
心二楼，一年一度、定时定点营业的海上书房再次开
张迎八方客。

今年的海上书房以“汇聚好书，着眼热点，链接
全球”为主题，依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优质资源，精
选9类千余册精品图书，为参会记者打造阅读、购书
空间。今年海上书房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推出“进博书
单”，新增“全球知名期刊荟萃”、“机遇中国”经济
学术专题等特色专区，打造“全球城市读书榜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进博书单”包括《这里
是上海：建筑可阅读（典藏版）》《异质文化交织下
的上海都市生活 （1843—1949）》《大国经济学》《Z
经济》《我看见的世界》《素食者》《人机对齐》《君幸
食》8本图书。从11月3日开馆至11月10日，书房
将每日重点宣推一本。这份书单从中国问题和全球视
野出发，聚焦数智经济、人工智能、当前热点等话
题，汇集了上海乃至全国出版界优秀成果，同时兼顾
了优秀原创精品和翻译引进力作。

海上书房今年继续发挥多语种优势，提供英、
法、俄、西等9个语种图书，如《地图上的中国·非
遗故事》英文版、《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法文版等。

此外，海上书房今年还与上海本土潮牌字库联动
打造“上海字体海报墙”，通过一组创意文字和沪语
发 音 的 AR 动 态 海 报 向 中 外 记 者 介 绍 “What is
Shanghai”，生动展现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书房还
配置了文房四宝，供媒体记者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
创作一幅独具特色的书法作品。

海上书房首次推出“进博书单”

本报讯 （记者陈妙然） 11月6日，中
国记协发布2024 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
目援助名单和金额，来自8家中央新闻单位
和112家地方新闻单位的共155名新闻工作
者获援助金499万元。这是中国记协连续第
11 年对因履行新闻工作职责殉职、伤残或
重病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援助。

为更加贴近新闻界实际需求，切实增强
新闻援助工作时效性，今年中国新闻工作者
援助项目着力改进创新、优化实施流程，首
次启动应急援助程序，试行分批援助工作机
制，积极调动记协系统组织力量，向在采编
岗位上表现突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家庭陷入较
大困难的新闻工作者给予及时支援帮扶，第
一时间帮助解决燃眉之急。

今年，有多名参与重大宣传报道任务的
优秀代表和长年坚守关键艰苦岗位的采编骨
干得到中国记协援助。如云南省洱源县融媒
体中心苏全宝等坚守舆论宣传阵地，冲在抢
险救灾前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贾建京等常
年驻外投身国际新闻事业，努力传播好中国
声音；福建省厦门日报社蔡志成等长期奋战
在基层采编一线，精心采写新闻精品佳作；
陕西省略阳县融媒体中心李恒等践行“四
力”要求，情牵百姓冷暖。他们以对党的新
闻舆论事业的满腔热忱诠释着新闻工作者的
使命担当。

中国记协自 2014 年设立中国新闻工作
者援助项目，11年来，已对385家新闻媒体因
履行新闻工作职责殉职、伤残或重病的 720
名新闻工作者发放援助金累计3014万元。

202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
援助项目名单发布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11月6日，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
院主办的“双向开放惠及世界经济发展”研
讨会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展研究报告
No.6》蓝皮书发布会在上海召开。

蓝皮书着眼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为第七届进博会助力，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建言献策。蓝皮
书运用计量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等较为前沿
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进一步放大进博会溢
出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李
培林表示，编写进博会蓝皮书具有重要的史
料价值、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进博会蓝皮书
主编李友梅介绍，蓝皮书全面解读进博会发
展历程、成就与经验，分析了进博会在推动
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国
际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冀祥德说，进
博会蓝皮书不仅是国际、国内学界、公众了
解进博会的最新动态与现实价值的重要成
果，也是该社皮书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博会蓝皮书“上新”

“最近你在看什么书？”这是几年前
书友相见惯常的问候。如今，这种问候
变为“最近你在听什么书？”今年9月
发布的 《2023—2024 年中国数字出版
产业年度报告》 显示，“‘耳朵经济’
融入生活场景”“有声阅读成为国民学
习方式”。不止于此，观研报告网发布
的《中国有声书市场现状深度研究与未
来投资分析报告 （2022—2029 年）》
显示，“目前我国有声书发展成全球范
围内第二大市场，整个行业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

作为全民阅读的一部分，有声阅读
发展态势折射出我国全民阅读现状，即
阅读指数显著增加，书香中国建设步伐
加快。来自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
读率达到81.9%，较2008年的69.7％增
长了 12.2 个百分点；2023 年，我国成
年国民图书阅读率达到59.8%，比2008
年的 49.3％增长 10.5 个百分点。其中，
纸质图书人均阅读量从 2010 年的 4.25
本增长至 2023 年的 4.75 本，电子书阅
读量由 2010 年的 0.73 本增长至 2023 年
的3.40本。此外，我国成年国民的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从 2008 年的 24.5％
增长至2023年的80.3%。

对于中国人的阅读热情，刚刚参加
过 2024 天府书展的尼泊尔当代世界出
版社社长凯兰·高塔姆慨叹：“中国的阅
读文化非常了不起。像天府书展这样的
活动上，参与人数之多显示出公众对书
籍和文学的热爱依然强烈。”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乡
村，阅读是工作、学习乃至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已成为每位国人的精神
追求和目标。

国家高度重视书香中国建设

纸书阅读与数字阅读指数的同步提
升，与我国始终大力倡导、推动全民阅
读密切相关。2006 年，中宣部等11个
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的倡议书》，提倡人人读书，学习传统
文化。2012 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 年至 2024
年，“全民阅读”连续11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国家文化重大
工程之一，《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
发展规划》随之发布。2021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
次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又一
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中。

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我国还出
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保障。2016
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2017年11月
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都明确支持、开展全民阅读。

此后，2020 年 10 月中宣部印发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2023
年3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国青少
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2023 年 4
月全国妇联等五部门印发 《关于开展

“书香飘万家”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
的实施意见》，同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等三部门印发 《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
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的通知》。就在今
年 10 月，民政部、中宣部、中国老龄
协会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老
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保
证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享受阅读的
权利，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阅读产
品和服务。多部门合力推动，全民阅读
日益深入人心。

目前，“全民阅读”不再是国人心
中的陌生词语。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开展的《2023
年青少年及儿童图书阅读调研》显示，
近 90%的青少年及儿童知道或者了解

“全民阅读”一词。每年的“4·23”世
界读书日期间，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
动深深地影响着很多人。

全民阅读服务网络初具规模

在北京这个万人拥有书店超0.9个
的都市里，很多居民在 15 分钟内就能
享受到由现代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提供的
便利。在上海，基本建成的世界级城市
公共图书馆体系，同样为上海市民群众
搭建出便捷的“15分钟阅读圈”。

（下转02版）

全民阅读纸数同步提升下的书香中国

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
□本报记者 章红雨

新华社利马11月5日电 （记者
吴昊 郝云甫）当地时间5日，由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主办，
外文出版社、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
承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秘读者
会在秘鲁首都利马成功举行。中秘两国
政界、出版界、学界和媒体约150人出

席读者会。
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集中反映习近平主席的治国方
略，全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
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中国式
现代化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独立自
主的探索精神、开放包容的文明意蕴

和合作共赢的坚定决心，是帮助国际
社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之
窗”，有助于秘鲁和拉美各界读者更
好、更及时地获取和更新对新时代中
国发展的深入认知。中国的成功经验
为包括秘鲁在内的拉美地区和广大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活动中，中方向秘方赠送《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西班牙文版。两国
专家学者围绕中秘、中拉治国理政经验
和现代化探索开展交流研讨。《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9月问世以来，
已翻译出版42个语种，发行到世界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秘读者会在秘鲁利马举行

进博会上，海上书房成为媒体记者们工作、阅读、
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杨雯 摄

本报今日推出

庆祝第二十五个
中国记者节特刊

（T01—T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