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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姚贞） 教育部办
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
发 《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
书行动的通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实施质量，通过阅读筑牢
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基、提升青少年
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强国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提出，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已有工作基础上，创新实施五大工
程。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将阅读
有机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倡导分学段
阅读目标，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

“周末阅享半日”行动，营造浓厚书香
氛围。实施阅读资源优化工程，丰富
资源供给，强化阅读推广，开展“一
人一本书，送你金钥匙”活动。关爱
特殊群体，实施“光明未来计划”和

“乡村学校图书馆振兴计划”。实施阅
读素养培育工程，研制青少年阅读指
数，加强阅读指导队伍建设，探索家
庭亲子阅读指导路径策略。实施科技
赋能阅读创新工程，强化数智赋能，
推动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相结合，开
发“AI阅读助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
覆盖“AI伴读计划”，打造国家智慧教

育读书平台2.0版，以数字化支撑青少
年阅读和终身学习。实施阅读成果展
示转化工程，鼓励青少年学生阅读后
进行深度思考，开展“行走阅读”，做
到读思结合，知行合一。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将读
书行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
国建设紧密结合；健全工作机制，强
化家校社协同，鼓励各地各校结合实
际打造读书活动品牌；强化宣传推
广，定期组织青少年学生读书展示交
流活动，支持各地创新探索深入实施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特色路径。

教育部、中宣部启动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五大工程

“这样一群人，奔波在路上，心中
有暖、眼中有光。幸而我是他们其中的
一员，16 年来一直在奋力做一个‘行
走的记者’。”这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融
媒体中心评论部、采访部部长张晓艳最
近在采访本上写下的一段话。

16 年 里，从库布其沙漠到黄河
“几字弯”的河畔，从沟壑草原到平畴
沃野，她的足迹遍布鄂尔多斯9个旗区
的 51 个苏木乡镇。近日，她获得全国
先进工作者称号。“做好新闻报道，把

‘模范自治区’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
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贯彻庆祝中
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精神座谈会
上，张晓艳这样表达心声。

甘做“螺丝钉”

2009 年，一踏出校门的张晓艳就
进入鄂尔多斯日报社，像钻入蚌壳的一
粒沙，用无数新闻报道磨砺着光华。在
她心里，一个成熟的记者，应该是能

“笔控”多种体裁的人。为此，她不断
尝试新闻的多元表达，勤于修炼内功。

多年来，张晓艳笔耕不辍、处处躬
身先行，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甘做大时代的“小螺丝”，累计撰写各
类稿件约2000篇、180多万字。她采写
的《“这些娃娃讲的真是绝了”》《城
市 因爱而荣光》《全自治区首个乡镇
一级“交易所”不“冬歇”》等一批作
品获得了各类奖项。

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
“观察一切”并预警的能力，还要有守
好“主战场”、唱响“最强音”的魄

力。张晓艳多次参加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的重大主题报道，准确传播了
党的政策主张，生动记录了群众的幸福
生活，为宣传鄂尔多斯发展经验、树立
内蒙古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4 年，张晓艳带领部门高质量
完成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的“暖城春
光”主题策划，输出了“视频+图片+

消息+通讯+评论”的“全格式”新闻
报道。推出《“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
实践”现场观察记》 重磅系列报道 22
篇，在形式上采用“现场通讯+记者手
记+视频+图片”的统一格式，在推发上
注重“报纸+电视+新媒体”的全平台互
动，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全部报道被

《内蒙古日报》转载。

勇当“冲浪者”

“不论身为普通工作人员还是带领
一支队伍冲锋陷阵，张晓艳都不断突破
自我。”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评论部
副部长常娜说。

2023 年，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
进入改革关键期，张晓艳全力挺进互联
网主战场。当时，她被任命为评论部部
长，部门人员非常年轻，40岁的她是7
人中年龄最大的。另外6名工作人员都
不是本地人，存在对市情了解不深、专
业基础参差不齐、入行时间不长等情
况。对于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张晓艳心
里没有一点底，只能选择承压前行。

张晓艳首先做好那个培土育苗的
人，从采访前的找选题、挖线索、摆问
题到写稿中的搭框架、拟标题、修改字
词句，她和小伙伴们一起讨论、修正。
经过不断深入践行“四力”，部门人员
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个个都能上手写
评论、做深度报道，报道的权威性、影
响力不断提升。

同时，张晓艳带领团队策划推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
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创
新《暖城E评》栏目，推出了《暖城时
评》《暖城短评》《暖城夜话》等多个深
受好评的精品子栏目。《暖城鄂尔多
斯，究竟是几度？》《为“中国饭碗”增
添“鄂尔多斯粮”，底气何在？》《“康老师”
何以成为“大先生”》等近百篇接地气、冒
热气的暖评，实现了让评论更好看、更暖
心的初衷。部门形成了“每日有悦评，每
月有好稿”的氛围。 （下转02版）

当记者16年，张晓艳走遍内蒙古鄂尔多斯9个旗区的51个苏木乡镇。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对她来说是荣誉，更是足迹——

做“行走的记者”因热爱而荣光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近日，在晓风书屋·阅见西湖店的
百年银杏树下，来自杭州、香港、澳
门、深圳的4位学者、作家开启了一场

“四城书：城市如书 你问共读”的深
度对话。

杭州独特的文化氛围，不仅将学
习与娱乐结合起来，还创造了一个充
满趣味与高品质生活的环境。“杭州的
书店在新一线城市中相当发达，这不
仅提升了城市的阅读氛围，还为文化
经济生态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浙江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深入探讨了阅
读对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杭州是一个能让人深入思考
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城市，阅读更多的
是与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文化实践。

资深媒体人、香港中文大学 （深
圳） 驻校作家胡洪侠以深圳读书月为
切入点，分享了这座创新之城的阅读
推广经验。从被贴上“文化沙漠”标
签到成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在他看来，深圳的成功源于城市发展
与阅读需求的深度绑定。深圳读书月
所走过的历程，不仅是“高贵的坚
持”，更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香港也曾被称为“文化沙漠”。“文
化沙漠论是文人的焦虑，也是视角的局
限。”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
授黄子平以幽默而犀利的视角，比喻香
港文化人如“沙漠中的仙人掌”，在逆境
中孕育独特生命力。他呼吁以更开放
的眼光审视香港文化，通过阅读与影
像，解码两地鲜活的文化基因。

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
笛以澳门为案例，探讨了城市空间、
历史延续与阅读行为之间的深层关
联。在他看来，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
汇的“时空胶囊”，为研究近代中国
提供了独特视角。“阅读澳门，就是
解码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在王笛
看来，澳门真正的文化内核，藏于中
西交融的烟火气与全民共铸的历史意
识中。

这场联结港澳深杭的思想碰撞，
最 终 凝 结 为 一 份 特 殊 的 “ 文 化 地
图”——4位嘉宾推荐了12本城市主题
书籍，形成首份“四城书”共读书
单。由罗卫东主持的“杭州文化研究
中心专家工作站”落地阅见西湖店，
未来将以此为中心持续孵化更多元的

文化内容。
25 年，晓风书屋坚持一年开一家

新店的节奏，深耕杭州在地文化，拓
展书店版图。“初衷依然和文化相关，

我们做‘书店+’，就希望加进来的东
西都是大家喜欢的。”晓风书屋主理人
朱钰芳告诉记者，阅见西湖店开业未
满一个月就已经开展了19场活动。

“晓风”新店 银杏百年

四座城市开启文化对话
□本报记者 黄琳 文/摄

在晓风书屋在晓风书屋··阅见西湖店的百年银杏阅见西湖店的百年银杏
树下树下，，44座城市的文化对话吸引众多书友座城市的文化对话吸引众多书友。。

2023年，张晓艳（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的田间地头采
访，听农牧民讲述丰收的喜悦。 受访者 供图

本报讯 （记者蒲添）“中华先贤人物
故事汇连环画”系列 （全30册） 近日由连
环画出版社出版。此套丛书是以中华书局出
版的“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为蓝本，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人物志”“英雄
谱”（文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
等）为主题的连环画系列图书。

此套连环画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
以细腻动人的故事为载体，真实地呈现中华
先贤人物的事迹、品格和精神风貌，彰显他
们的贡献和功绩。本套连环画包括《张骞》

《班超》《王昭君》《郑和》《司马迁》《陆
游》《商鞅》《华佗》《蔡文姬》等，汇集孟
庆江、叶毓中、朱光玉等连环画知名作者。

出版方表示，追寻先贤意在汲取其智慧
与勇气，传承文化精髓。通过了解先贤事
迹，青少年能激发个人成长动力。先贤之精
神，如灯塔指引方向，激励读者勇往直前。

“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由中宣部
指导协调，中华书局、学习出版社、党建读
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组织编
撰。“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是“中华人物
故事汇”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以
来广受社会各界好评。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推出连环画版

“我会结合自身经历，发挥社会作用，致
力于推广阅读。我会尽量多参与文化活动，
向读者分享我的读书经验与感悟，在大众文
艺领域贡献一份力量。”近日，江苏省徐州市
委宣传部发布任前公示，王计兵拟任徐州市
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对此，王计兵向媒体
分享了他的计划和想法。

作为一名外卖骑手，王计兵经常利用送
外卖等餐间隙，一边努力读书学习、体悟生
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
感。他先后写下 6000 余首诗作，并出版了

《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
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他的故
事也被多家媒体报道。

王计兵热爱阅读，钟情于写作，无论从其
对待阅读的态度还是实际创作成果来看，皆
可圈可点，不失为大众学习的榜样。此次相
关部门将其纳入地方全民阅读推广组织，对
引领社会阅读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一些地方在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中，更多
邀请作家、学者、文化出版等方面知名人士担
当阅读推广人，这类人群的确具有很强的影
响力、号召力，不过，也往往因其头顶上的“光
环”，使普通读者产生距离感。将王计兵这样
的“草根”代表推举出来，可在一定程度上引
起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使人们在比、学、赶、
帮中亲近书香、读有所获。

今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国家
支持全民阅读推广队伍建设，鼓励公民、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依法从事阅读推广，为公民提
供社会化、专业化的阅读指导或者服务。”相
信随着更多“王计兵”的加入，将为全民阅读
推广带来鲜活的经验和切实的效果。

推进全民阅读，既需要政府部门支持，也
离不开“草根”助力。只有各地政府部门积极
采取措施，注重“草根”群体效能发挥；只有全
社会通力协作，为“草根”群体更好发挥作用
铺路搭桥；只有“草根”群体乐意参与进来，自
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群策群力，共同托起
一个“人人皆读者，处处有书声”的书香社会。

阅读推广需要更多
“王计兵”助力
□周慧虹

◆◆书香校书香校园建设工程园建设工程

◆◆阅读资源优化工程阅读资源优化工程

◆◆阅读素养培育工程阅读素养培育工程

◆◆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

◆◆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