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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近日，福建省
福安市首个智慧化阅读空间揭牌启用。这座
集智能借阅、沉浸阅读与图书共享于一体的
创新型文化空间，以科技赋能传统阅读服
务，为市民打造城市“文化充电站”。

该阅读空间位于福安市图书馆大门北
侧，面积约28平方米，划分阅读区、微型
智能图书馆和图书漂流区，内有藏书 1000
多册，书架、桌椅、空调、充电插座、
Wi-Fi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阅读空间采用无人值守管理模式，市民
凭身份证或福安市图书馆读者证即可通过智
能门禁系统进出，借助自助设备完成图书借
阅、归还等全流程操作。阅读空间满足电子
阅读、移动办公等多元化场景，以安全、舒
适的阅读环境，解决学生备考、职场人士学
习等需求。

福建福安：
首个智慧化阅读空间开放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 5 月 11 日，
2025 年兰考县文明实践春风行动之“巧手
绘团扇 护苗助成长”活动在河南省兰考县
毛毛虫童书馆温情开展，此次活动由兰阳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兰阳街道“扫黄打
非”办公室联合举办。

活动当天恰逢母亲节。孩子们通过亲手
绘制团扇，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出对妈妈
的爱，为妈妈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桌上摆
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泥、彩纸等手工材料，孩
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在家长的协助下认真
创作。家长耐心引导，与孩子们共同完成作
品，在互动中增进亲子感情。

兰阳街道宣传委员赵利利表示，此次活
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还以“护苗”为核心，将绿色阅读、文明上
网等理念融入其中，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活动让孩子们在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
也懂得感恩母亲，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和
社会文化环境。

河南兰考：
巧手绘团扇 “护苗”助成长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由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司主办的 《中华医藏·温病卷》
发布暨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四川成都召开。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实施的
《中华医藏》项目，是迄今国内外规模最大
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项目，其由文化和旅
游部牵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具体推进，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 （国家图书馆）、全国中医
药行业古籍保护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 组织实施，对2289 种古籍
元典影印出版。目前项目已出版《养生卷》

《丛书卷》《温病卷》三批成果，整理收录了
194种典籍、成书共206册。

此次推出的《中华医藏·温病卷》由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项目组与山西
中医药大学项目组联合主编，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收录温病通论及瘟疫、疟疾、痢疾
等6类专病文献93种，涵盖《温疫论》《温病条
辨》等经典专著及清刻本等珍稀版本，具有学
术价值、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药古籍
保护与利用工作，成立古籍工作领导小组，
对中医药古籍工作系统性谋划、一体化布
局，统筹实施了以《中华医藏》为代表的一
系列中医药古籍保护研究与出版利用的重大
项目。《中华医藏·温病卷》的问世有助于古
籍智慧服务于当代临床、教育、科研，助力
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

《中华医藏·温病卷》
在成都首发

本报讯 （记者徐平）第四届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高端研讨会暨《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 2024》 发
布会近日在广东广州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林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
2024》，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
报告》的第四部，以“银发经济：理论、政
策与实践”为主题。

报告深入分析了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意
义、政策举措和主要进展，并对过去一年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系统梳
理。在理论层面，报告系统阐释了银发经济的
供给与需求、内涵与方向；在政策层面，重点
评估了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财税等
重要政策；在实践层面，重点分析了养老服务
市场、健康产业、老年用品产业、居家适老化
改造产业、养老金融、数字银发经济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

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
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作总论，中国人民大
学杜鹏、北京大学陆杰华、南开大学原新、
中国老龄协会李志宏等专家学者撰稿。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表示，报告撰稿
集合了国内老龄化学术研究领域的众多学
者，体现了学术理论性和前沿性。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战略研究报告2024》发布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
王位山村墨香萦绕、书声琅琅，一场以

“墨韵润王位，字里阅山河”为主题的
“护苗”活动在这里举行。

活动由区黄湖镇人民政府主办，王
位山村与余杭区文化管家项目部承办。
活动在黄湖镇5个农家书屋推出“正版
漂流计划”，让书香滋养乡野；非遗
传承人以莲花落唱响“抵制盗版”，
乡音乡韵传递守护初心。书法课堂
里，村民提笔书写“正版护苗”；公
益捐书行动中，青少年将正版书籍寄往
山区，在实践中深化“抵制盗版、共享
文明”的认知。

图为青少年在活动上参与趣味
问答。 段晶晶 摄

墨香润心
正版“护苗”

（上接01版）
这也侧面印证着为什么是《唐宫夜宴》

《隐秘的秦陵》获得首批“龙标”——出品方
河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大象元数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同时也运营着奥斯卡电影院
线。今年初，奥斯卡大象元XR未来影院正
式落户西安，这也是国内唯一投入规模化
运营的国产虚拟现实影院。

可是，不论是组建专门的院线，还是传
统影院转型改造，都意味着高昂的投入。在
市场上出现真正的爆款作品之前，行业难免
谨慎观望、踟蹰不前。对此，西部电影集团推
出了“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这一新形态，将
极大地解决虚拟现实电影的放映难题。

王季萱介绍，“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
的部署和运营灵活简易，不仅能进驻现有
影院，还能进入家庭、商场、文旅景区甚至
无人驾驶汽车，彻底打破传统影院的空间
局限，在坪效比、翻台率、内容承载量、兼容
适配性、观影舒适度和市场复制推广等方
面极具优势。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两枝”

当前，国内影院观众平均年龄已连续
4 年上升，一、二线城市观众占比持续下
滑，男性观众比例也在下降。

周雯认为，虚拟现实电影恰好精准应

对了电影行业的这三大痛点。虚拟现实电
影在年轻观众中的接受度最高，《消失的法
老》“破圈”及产业延伸也是在上海等一、二
线城市展开。同时，根据调研发现，虚拟现
实电影对男性观众尤其有吸引力。“当然，
虚拟现实电影不是灵丹妙药，它需要优质
内容和完整产业链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她
补充道。

王季萱进一步阐释道，虽然虚拟现实
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虚拟现实电影也
将得到越来越强的技术承载，但虚拟现实
电影目前仍存在技术复杂度和通用性、兼
容性，以及各环节的解耦、贯通、适配等问
题。而这些问题所引申出的，正是行业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不过，相信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在整个产业
链上下游的共同努力下，在未来一两年，将
很快会形成“政策+标准+技术+内容+产
业+市场”的完备生态。

“虚拟现实电影开辟了崭新的赛道，
同时也是一片没有路标的旷野，需要内容
生产、技术研发、终端布局、资本投资等多
方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真正打造出来百亿
元甚至千亿元的蓝海市场。”正如国家电
影局技术处处长黄治所说，或许在不远的
将来，虚拟现实电影和传统电影将像两朵
并蒂莲一样，形成“花开两枝”的繁荣局
面，共同绽放。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张君成） 5
月15日，“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
民阅读“红沙发”访谈启动仪式在第二届东
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举行。

“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足迹已遍布
全国约30个省、近70个城市和地区，累
计行程30余万公里。本次活动，记者团
将深入到吉林各地阅读空间、书店、书香
机关、全国书香之家进行深入采访，宣传
报道“书香吉林”的典型事迹。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忠在
致辞中表示，此次记者团将聚焦东北图书
交易博览会现场，捕捉书香盛宴的热烈氛
围；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视角，全景式记
录全民阅读的吉林实践，提炼推广先进经
验，助力“书香吉林”品牌的传播力与影
响力再上层楼。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迪在致辞中
说，吉林以打造品牌阅读活动为抓手，以
强化惠民保障为基础，扎实推进“书香吉
林”建设，先后推出了全国乡村阅读榜样
张树森、王佳富、林海江，推出了全国书
香之家、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刘锦辉，以及

吉林省全民阅读推广大使静言等一批优秀
的阅读典范。此次活动走进吉林，是对吉
林全民阅读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有力支持，
也为吉林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化魅力、交流
阅读推广经验的宝贵平台。

启动仪式上，李忠向吉林省互联网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燕授予“书香中
国万里行·吉林站”旗帜；书法家穆治钢
现场书写悬纸书法“书香中国万里行·吉
林站”长卷；《中华读书报》特稿部主任
韩晓东作为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代表宣
读了“书香中国万里行”宣言。

活动中，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
谈同步启幕，本届东北书博会期间，将邀
请各界嘉宾共话阅读之美。乔叶、祁智、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谢华良、于德北等
作家将参与4场“红沙发”访谈。

“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
读“红沙发”访谈启动仪式由中国新闻
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主办，《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

“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启动

助力“书香吉林”品牌建设再上层楼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国家级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
所首批学徒出师评审会日前在四川省图书
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举行。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布的《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所学徒出师评审暂行办法》
相关规定，经过严格评审，专家一致认
为，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立足西南地
区古籍存藏特色及地理气候条件，融教
学、实践、研究于一体，从书画装裱修
复、古籍修复、西文修复等多个方面授徒

传艺，其培养学徒技术之全面和深入，在
全国均具有代表性。参加本次出师评审的
首批学徒23人，已达到所应具备的技艺
水平和专业素质，建议准予出师。

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王龙表示，传习所
成立9年来，在人才培养、技艺实践、宣
传推广、行业交流拓展等方面均取得了丰
硕成果。此次举办首批学徒出师评审，是
传习所人才培养成绩的集中展示，四川省
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将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发挥在全省古籍修复工作中

的协调、带动作用，健全全省古籍修复人
才培养长效机制，不断壮大古籍修复人才
队伍，为中华古籍的修复与保护贡献更多
力量。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萨仁
高娃希望，继续发扬传习所精神，立足优
势、强化特色、互助互利、形成合力，不
断探索实践四川古籍保护工作高水平发展
的新路径，为四川古籍保护及相关非遗技
艺的传承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徐建华表
示，历经9年发展，传习所在各位导师及
学徒的努力下，探索出了一条特色鲜明、
一专多能、兼具传统与创新的人才培养之
路，首批学徒已初具“良工”之姿。他寄
语众学徒，望学徒永葆匠心，传承创新，
真正成为“古籍良医，后学良师”。

据了解，四川省首家古籍保护文旅重
点实验室也于今年初在四川省图书馆（四
川省古籍保护中心）落地，将持续为全省
古籍修复工作科技赋能。

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首批学徒出师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 通讯员刘沁
怡） 5 月 14 日，由武汉出版集团主办的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研究丛书”出版座谈
会在京举行。来自乡村振兴研究领域、出
版界、评论界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未来发
展之路。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研究丛书”由武汉
出版社出版，是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和
2024 年度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丛书由中国乡村振兴发展

中心主任黄承伟和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振兴
研究院院长向德平联合主编，包含《中国乡
村全面振兴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从理论到实践》《中国特色乡村发展》

《中国特色乡村建设》《中国特色乡村治理》
《以县域为中心的城乡融合：以“通榆模式”
为例》《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7本，作者
团队汇聚了来自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机构的多位学
者。丛书既有对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内在逻

辑、指导原则、政策内容和保障机制等理论
问题的研究，也有对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实
践过程中具体问题的回应，是国内乡村振
兴发展领域的最新系统性研究成果。

黄承伟说，丛书立足中国国情，以理论
结合实际的方式，探索乡村振兴的“中国方
案”。向德平表示，丛书的出版是乡村振
兴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为深入理
解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持。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丛书的出版有利

于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的建构，有
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体系，
有利于为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性衔接提供学术借鉴，为全球贫困治
理和城乡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近年来，武汉出版社围绕乡村振兴这
一重大战略部署，聚焦“三农”问题领域，推
出了《中国减贫行动：1978—2018》《大国治
贫——新中国扶贫的历史印记》《反贫困的
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减贫思想论》等一系列
紧跟时代、反映现实的精品图书。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研究丛书”出版

为全球贫困治理和城乡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读“红沙发”访谈启动仪式现场。
张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