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富阳区

“扫黄打非”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贯
彻党中央关于“扫黄打非”工作的决策部
署，紧密结合场口镇实际情况，以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为目标，扎实开展了一系列“扫
黄打非”工作，亮点突出，成效显著。

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

场口镇高度重视“扫黄打非”工作，
将其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繁荣的
重要任务来抓。镇党委、政府专门成立了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
记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党政、党
建、综治、城管执法、文化等负责人为成
员，确保工作有力推进。同时，制定《场
口镇 2024 年“扫黄打非”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责任分
工，为全年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场口镇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确保领导到位、任务到
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该镇还通过召
开专题会议、下发工作通知、组织业务培
训等方式，不断加强对“扫黄打非”工作
的指导和调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氛围

抓实常态化日常宣传。场口镇利用辖
区内 LED 显示屏、宣传栏、广播等媒
介，定期播放“扫黄打非”公益广告和宣
传标语，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同时，结合

“4·23”世界读书日、“六一”儿童节、开
学季等重要时间节点和暑期假日爱心班，
组织开展“绿书签”“护苗·开学季”等宣
传活动，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扫
黄打非”知识，引导大家自觉抵制有害、
盗版出版物。

推出特色化亮点宣传。结合镇级“扫
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各村（社）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等，场口镇积极开展“扫黄
打非”宣传科普、观看公益宣传片、合影
打卡等活动，增强宣传的趣味性和互动
性；组建各类文化宣传队伍26支，因势
利导，将“扫黄打非”工作融入群众喜爱
的戏曲、歌舞、音乐快板之中。

丰富多样化宣传形式。场口镇积极组
织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等活动，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等形式，向
群众普及“扫黄打非”知识，增强群众的法
律意识和防范意识。同时，把网格员、村民
骨干、党员等队伍组织起来，建立“扫黄打
非”志愿者队伍，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引导

群众积极参与“扫黄打非”工作，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深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加强与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协作。场口镇建立了信息共享、联
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定期对出版物市场、
网吧、娱乐场所等进行全面检查，严厉打
击制售、传播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有害
出版物的行为。同时，还加强对校园周边
出版物市场的监管，确保校园文化的健康

和安全。
加强与网络监管部门的协作。场口

镇积极与网络监管部门沟通协作，建立
网络巡查、举报受理等工作机制，净化
网络环境。

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场口镇设立
“扫黄打非”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鼓励
群众积极举报有害出版物和网络信息。同
时，还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广
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方法和措施。

突出专项整治，净化市场环境

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场口
镇重点对印刷企业、校园周边、农贸市场
等地区的出版物市场进行全面检查，严厉
打击制售盗版教材及教辅资料、淫秽色情
出版物等违法行为。

开展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技
术手段和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
现并删除有害信息，关闭违法网站和账
号。同时，场口镇还加强对网络服务商的
监管和督促，要求其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对网络内容的审核和管理。

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针
对校园周边存在的非法出版物销售、网吧
接纳未成年人等问题，场口镇组织开展3
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加强巡查和执法力
度，及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校园周边的文化环境健康和安全。

接下来，场口镇将进一步统筹协调各
方力量，加强部门联动，创新宣传形式，
深入开展“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
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形成

“扫黄打非”工作的强大声势，营造健康
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

多措并举推进“扫黄打非”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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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由文化纵横杂
志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新书
发布会暨儒家与当代治理研讨会日前在海南
海口举行。

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和海南大学教授秦子
忠分别从作者角度讲述了写作该书的初衷。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表示，《良治》这本
书在主体内容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叙
事框架，立足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借鉴
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并且将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加以有机融合，建造了一
个基于中国当代国情，体现马、中、西三者
融合的混合型政治叙述框架。

在接下来的儒家与当代治理研讨会“传
统如何新生——儒家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环
节和“现代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儒家政治”环
节，业界人士展开研讨交流。

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湘潭
大学、海南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
的专家学者参会。

《良治》建造
混合型政治叙述框架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由湖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为中国造汽车：孟少农传》近
日在武汉首发。

孟少农是中国汽车工业创始人之一，是
中国汽车技术泰斗、中国汽车工程教育奠基
人。《为中国造汽车：孟少农传》通过丰富
的史料和细腻的笔触，勾勒孟少农的人生
轨迹，以一个“中国汽车人”艰苦奋斗的
一生映照新中国早期汽车工业建立和发展
的风雨历程，生动展现了孟少农在与祖国
汽车工业共同成长的一生中，对建设一
汽、陕汽、二汽，推动解放、东风和红旗
牌汽车研发，培育中国汽车工业人才，以
及规划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发展方面作出的
巨大贡献，彰显了他胸怀祖国、敢为人
先、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科学家精神和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

本次活动由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主办，湖北人民出版
社承办。

《孟少农传》在武汉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杨雯） 11 月 28 日起，
反特剧《暗夜与黎明》将登陆江苏卫视幸福
剧场。该剧讲述了上海解放初期，公安人员
为守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特
分子英勇斗争的惊险故事。

在故事的叙述方面，《暗夜与黎明》从
小人物入手，以“鬼才神探”林少白的视
角，展现了他成长为一名人民公安的历程，
书写平凡英雄的奋斗与信仰。

本剧编剧翁良平曾经创作过《问苍茫》
《追风者》 等年代正剧，在 《暗夜与黎明》
这个故事里，翁良平坦言自己最想传递的还
是“初心和信仰”。在他看来，男主角林少
白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重拾初心的故
事——要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

江苏卫视将播《暗夜与黎明》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11 月 22
日，海峡文艺出版社成立40周年与第19
届《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双
年奖颁奖系列活动在福建福州举办。

本届《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
小说双年奖（2022—2023）评选于2024年5
月启动，经过 10 位评委的评选，从该刊
2022年、2023年选载的124部作品中产生7
篇获奖作品。最终，迟子建《碾压甲骨的车

轮》、须一瓜《去云那边》、盛可以《天真的老
妇人》、刘汀《水落石出》、张天翼《雕像》、老
藤《江山志》获优秀中篇小说奖，三三《小楼
昨夜又东风》获优秀中篇小说新人新作奖。

《收获》《北京文学》等杂志编辑谢锦、季亚
娅、王继军、曾楚风、张哲、张烁、张凡羽获
原刊优秀责编奖。

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篇
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林滨说：“文学的召

唤为我们走向未来增添更多的信心、更大
的动力、更坚定的力量！希望《中篇小说选
刊》评奖活动为中国文学发展增添力量。”

获奖作家也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代表原发期
刊主编发言。

活动期间，海峡文艺出版社还邀请知
名作家与编辑以“面向未来的文学写作与
期刊”为题，展开一场文学与出版的交

流。22 日下午，在福州西湖大梦书屋，
海峡文艺出版社举办《中篇小说选刊双年
奖（2022—2023）获奖作品集》新书发布
会；在福州三坊七巷无用空间，该社又举
办 《歧园》 新书分享会；在福建师范大
学，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学文举办《路径与
文学形象》主题讲座；在闽江学院，辽宁
省作协原主席老藤举办《“硬核”软用，
彰显主题性创作的柔性》主题讲座。

第19届《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在福州颁奖

搭上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热度，
为产品“收割”了流量当然让人艳羡，但
泼天富贵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

前不久，《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在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采访时，来到
在游戏中出镜的崇庆寺、观音堂、玉皇庙
等古建筑。景区文创商店里，受到欢迎的
除了各色文创，还有静静散发的墨香。在
对这些新闻出版产品的出版方的采访中，
记者感受到，他们不讳言“悟空热”带来
的流量，但他们的热销秘籍，却是以敬
畏、诚心做产品的“慢功夫”。

“通关文牒”出自融媒寻访

“通关文牒”今年火得很，样子采用
奏折的经折装，作用就像《西游记》中女
儿国国王长亭送别时交给唐僧的国书，其
实就是一个精致的集章打卡小手册。

《山西晚报》推出的32版特刊《何以山
西》，也是一份特别的“通关文牒”。8月21
日《黑神话：悟空》发布；9月12日，《何以山
西》特刊出版；9月27日，将特刊装进“金箍
棒”的筒装版也出炉了。

山西晚报社社长李广义告诉记者，
特刊首印的 1 万份很快销售一空，报社
又加印了3.5万份，其中包括更富文创色
彩的筒装版 1 万份，邀请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制作的 5000 份古建筑剪纸也藏进

“金箍棒”。
看似《山西晚报》是接住泼天富贵的一

员，其实说来话长。李广义告诉记者，2023
年5月起，他们就启动了大型融媒体报道

“寻访山西文化新名片”，宣传好三晋大地
上的文旅、文保项目。为保证全面、权威，除
了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等进行探访，还对
各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门负责
人作了专访。一年半以来，《山西晚报》记者
跑了山西近90个县区，报纸、视频、客户端
等媒体矩阵全部上阵。

“悟空热”的程度，李广义也没想
到。“当我们想做一个产品时，大量的资
料、图片都有了，因此抢占了先机。”李
广义说，“以前大家认为纸质的东西没人
看，要看你在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条
件下做什么样的产品。这些图文并茂的内

容如果放到线上很普通，放到纸上的感觉
和在手机上看是不一样的。”

这次实践也引发李广义对重塑媒体品
牌的思考：“创意性文创不是我们的长
项，知识性文创是不是也可作为传统媒体
的一条路子？”报社也正在考虑以“何以
山西”之名，对山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做
些文章，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山西尽一
份心力。

长线选题接“流量”

“对一些需要高级表达的图书，我们
会屏蔽掉‘攒’这件事，这类图书为了应
景而攒出来，即便对文化企业一时的经济
效益有帮助，但对文化长期的传播功能效
果是削弱的。”这是三晋出版社社长莫晓
东的坚持。

记者看到，三晋出版社的“独冠天下”
系列、八开单页的“山西国宝精华”系列、小
开本的“和光静影”系列，摆放在景区文创
商店的书架上。文创销售区再门庭若市，
也不时有游客静静地翻阅图书。

“山西的即中国的”，文物遗存的很多
品类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三晋出版
社深耕文博类图书已经有3年时间。随着
传统文化的大众关注度不断升温，三晋出
版社判断文博类图书这一小众门类将迎来
一片蓝海，于是开始将这类图书作为社里

的重要产品线进行长期规划，并不断落地。
“这几年积累的图书，在今年《黑神

话：悟空》热起来的时候，正好有产品承
接了这个流量。”莫晓东说。

搭上了文旅市场快车，图书的引力又
在哪里？莫晓东认为：“文博资源现场观
摩的震撼感、体验感，和在家中安静地翻
阅、品味这些经典的传统艺术，体验是不
一样的。”文旅路途中一瞬间的观赏过
后，很多人对于精美艺术会产生意犹未尽
的感觉，想过后沉淀下来，手边有随时拿
来翻一翻的资料以获得视觉享受，这个时
候图书的信息传达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文博资源的实体保护非常重要，但图书
对文博资源的信息保护更是不可或缺。图
书恰恰是那个可以沉淀下来的载体。把两
者结合起来，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感知才
会更清晰，才更有触动心灵的效果。”

记者还了解到，三晋出版社《来山西
看中国古建筑》图书已经重印了两次，它
选取了100多处最有欣赏价值的古建筑，
抽取出这些文物点最值得欣赏的内容作为
导引告诉大家。这本书是从体验和欣赏古
建文化的大众需求出发设计的，一经上
市，就受到大家的追捧，觉得“古建游”
不再困难，而成为一种享受。

“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艺术，我们有
着深厚情感和深度了解，希望带给它最纯
粹的呈现。不论是学术的、普及的，还是

最入门级的表达，都要传递给读者真实准
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莫晓东说。

敬畏之心做品牌

“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我们要做好
创造性转化，把它做成品牌，倍加珍惜。
对资源的使用要有敬畏。”这是山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董利斌的心里话，

《山西文物日历 2025 壁画》就是一份
充满敬畏与诚意的产品。

彩塑、壁画、古建筑、青铜、古戏
台、“三雕”……三晋大地的文化遗产，
数量庞大、形态丰富，仅壁画总面积就达
27260平方米。

翻开这本壁画主题日历书，记者发现，
365天并非选取365幅壁画，比如出土于太
原娄睿墓的北齐时期壁画《鞍马出行图》，
第一天呈现的是全景，此后4天都是局部
图，这样的布局在书中还有很多。

“重复是有必要的，用最高清的图片
把细节呈现出来，这样才能打动人心。”
董利斌告诉记者，图片是日历的核心，今
年的日历全部是高清大图。

诚意满满体现在装帧工艺上，《山西文
物日历》3年全部做的是特装版，书口采用
染色工艺，三面连为一体；体现在图片的甄
选上，比如流失海外的壁画珍品，“一定要
补充进来，也弥补了2023年的遗憾。”董利
斌告诉记者。当然，诚意也体现在实用性
上，日历书设有目录系统，列出所有壁画的
名称、朝代、地点，便于检索。

今年是山西科技社做日历书的第三
年，2023 年做的就是壁画，一共印刷 5000
册，现在网上的溢价已达1500元。2024年
日历书以彩塑为主题，印刷3万册。而眼前
的这本《山西文物日历 2025 壁画》印量
达10万册，目前已销售8万多册。

董利斌告诉记者：“ 《黑神话：悟
空》带来的热度我们不掩饰，但我们对自
己的产品、对山西文物有信心。”山西科
技社每年都是年初就动手做，动手之前半
年时间就启动调研、市场分析、资源梳
理。他还透露，2026 年版的日历书将着
手馆藏，以山西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为基
础，收入山西各地馆藏文物。

“通关文牒”特刊销售一空、“古建游”宝典两次加印、文物日历书销量可观……

山西新闻出版业如何搭上文旅快车？
□本报记者 雷萌 文/摄

位于太原市的北齐壁画博物馆内，图书和文创产品受到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