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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系统性变革
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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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文学引进与输出
对话沙龙活动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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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近日，由陕西新
华出版传媒集团携手保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
同打造的首家“时间典藏”数字艺术馆在陕西
省安康市新华书店开业。

据介绍，“时间典藏”数字艺术馆以“超
时空旅行系列·重力边缘”主题VR剧场为核
心，通过VR技术与文化场景的深度融合，打
造兼具科普性、娱乐性与教育性的沉浸式空
间，为读者开启“阅读无界，想象无限”的全
新体验。置身其间，读者将以“星际旅行者”
的身份，从地球出发，穿梭于太阳系八大行星
之间，直至抵达太阳系边缘的奥尔特云，在虚
实交织的浩瀚宇宙图景中，直观领略天体运行
规律，见证人类太空探索的重要成就。

图为小读者在“时间典藏”数字艺术馆进
行现场体验。 毛活力 摄

陕西新华携手保利文化传播

引读者来一场
“超时空旅行”

6月7日—10日进行的2025年全国
高考备受关注。高考第一天，对语文作
文题的讨论开始在网上引起关注，有人
在找寻当年的自己，有人咂摸其中的味
道，更有人在摸索命题的初衷。事实上，
多年的高考作文都会证明一点——高分
秘籍是“功夫在诗外”，离不开考生对经
典阅读的积累和思辨创新能力。

爱阅读、读经典，沿着这个思路，《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6月9日找到了
多位文化学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一起
聊聊“经典常谈”。

写作文考的就是阅读积累

2025年高考语文共有5套试卷。其
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
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上海、天津各
命制 1 道，北京命制 2 道和 1 篇微写
作。6月7日语文试题一出炉，“全国一
卷 难”“全国一卷作文 看不懂”等
相关词条迅速登上热搜。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中提及的三部名

著（篇），分别为老舍的《鼓书艺人》、艾青
的《我爱这土地》和穆旦的《赞美》。

“试卷考的不是押题准不准，而是
平时阅读的积累是否丰富。”中国出版
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认
为，由于这些经典作品与教材的相关内
容非常吻合，考生在理解题意方面并不
困难，难就难在考生是否具备应有的阅
读量，能否把爱国精神、民族情怀、为
国抗争、勇于献身更充分地表达出来。

“这道试题不仅考查写作能力，也考
查阅读积累和文化积淀。”语文报社原总
编辑、中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理事长
任彦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今
年全国一卷作文试题将目光聚焦艾青和
穆旦的爱国主义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堪
称对现代诗经典的致敬。我国自古是诗
歌大国，大众对唐诗、宋词津津乐道，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现代诗中
的经典同样值得我们热爱与呵护。”

任彦钧分析，首先，需要了解这道
试题的命题意图。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所以三则材料各有侧重又相互交
织，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从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
奔走呐喊、救亡图存，再到振兴中华、

民族自强的叙事背景与阅读语境，为考
生提供多维度的立意空间，引导考生结
合自身积累与感悟进行写作。其次，还
需要了解这道试题的设计理念。按照专
家和名师们的解读，这道试题中的第一
句话出自老舍的长篇小说 《鼓书艺
人》，体现了“读写衔接”的理念；第
二句话出自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诗歌单
元所选艾青的名诗《我爱这土地》，体
现了“以考促教”的理念；第三句话出
自穆旦的名诗《赞美》，则体现了“深
度学习”“延伸阅读”的理念。

对于阅读经典与应考作文的关系，
聂震宁认为，如果考生读过《鼓书艺人》，
就会对鼓书艺人方宝庆一家的苦难经历
有深切的感受，对抗战风暴中民间老艺
人追求新生活的精神有一定的认识，表
达起来内容自然会比较丰富。即便没有
读过《鼓书艺人》全书，但只要读过抗战
题材的其他经典作品，作文在表达反抗
民族压迫的内容时也就会起到旁征博引
的效果，很自然对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和穆旦的《赞美》引发的联想和呼唤有着
深刻和激情的表达。

阅读对提高素养是潜移默化的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给出的三则素

材，正如一个镜面，折射出经典作品是
一个民族繁衍、昌盛乃至整个人类文明
发展的智慧宝藏和精神家园，阅读经典
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
今年作文命题强化哲理性与思辨性，
特别是全国一卷作文试题需要考生在
日常积累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名言的
哲理内涵并建立内在联系，进而提炼
主题引申出文章，这对文字组织能力和
思想深度均有考验。

“今年的高考作文启示我们，阅读
的广度十分重要。具备扎实的文学阅读
基础与思考能力，更多要靠平时的积
累，突击训练不行，临时准备也准备不
了。”张颐武呼吁，文学经典决不能只
为应试而阅读，对文学、历史等人文领
域杂揽式的阅读，对生活、人生都会产
生潜移默化的帮助。

聂震宁也赞同这样的观点，“把学
生的经典阅读、课本教学、考试内容三
者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样的考试要
求考生注重平时的阅读素养提高，不断
丰富阅读的积累。同时，引导考生把经
典读活，让考生在阅读中学会举一反
三、联系实际、联想创新，达到在基础
教育中加强素质教育的目的。

（下转02版）

高考作文“功夫在诗外”，离不开阅读经典
□本报记者 朱子钰 雷萌 闫松 李婧璇

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
见》，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
普惠、可及。

意见从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
务普惠性、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

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
在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方

面，意见提出，提高多样化生活服务
品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建设，支
持社会体育场地建设，发展功能复合
的多用途运动场地，稳步增加体育场
地供给。推动文化、旅游、健康、体

育等业态融合发展。积极推动将利用
率高的中小型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
心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支持有
条件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
化场馆夜间开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
依托户外运动优质资源和优势项目，
打造设施完善、服务优质、赛事丰富
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推动全民

阅读，建设覆盖城乡、实用便利、服
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

意见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民
生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各地要强化责
任落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
生财力保障，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加强重大民生政策跨部门统筹协调。科
学评价民生政策实施效果。 （宗编）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提出

建设覆盖城乡、实用便利、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

本报讯 全国古籍修复工作会日前在南
京召开。会上介绍，截至2024 年底，包括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在内的全国重要古籍修
复机构累计修复古籍445万余叶。

据悉，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
动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修复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古籍修复人才从不足百人增加到
上千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共33家，国
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共51家。

这 33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由公共
图书馆、博物馆、高校、档案及科研系
统等构成。10 余年来，各单位陆续完成
了一批重要珍贵古籍的修复，如国家图
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南京图书馆藏

《天下郡国利病书》、甘肃省图书馆藏珍
贵戏曲抄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家谱等古
籍的修复。

会上，21 家第二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
心、4 家新增设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附设传习所被授牌。《全国古籍保
护人员名录·古籍修复师》 在会上发布，
该书收录了 978 位修复师信息，以及全国
200 余家公藏修复单位和民间修复机构的
信息。

“10余年来，我们的修复人员队伍实现
了结构性转换，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特
点，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修复梯
队，古籍修复标准化与科学化水平也进一步
提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萨
仁高娃说。

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办、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
心）承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 （朱筱）

全国重要古籍修复机构
累计修复古籍445万余叶

本报讯 （记者尹琨） 6月5日，第35
届中国新闻奖自荐、他荐作品初评会在京召
开。本次初评会共评出60件作品进入公示
环节。入选作品于6月9日至13日在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网公示。

据统计，今年提交自荐、他荐作品初
评办公室的作品共 567 件，覆盖中国新闻
奖 20 个评审项目。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新
闻单位以及高校专家学者共 25 人组成评
委会。评委们认为，参评作品旗帜鲜明、
导向正确、题材丰富、内容扎实。这些作
品聚焦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重
大议题，或以宏大的视角，或以小切口方
式，突出展示了能源、交通、航天、农业
等全国各行各业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重大成就，具有把握国之大者、展现深
刻主题，把握时代特征、年度特点鲜明，
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践行“四力”，科技
赋能创新、融媒立体呈现的特点。特别是
一些作品借助 AI 技术、以互动视频等方
式呈现，体现年轻态与科技风，有效提升
传播效果。

中国新闻奖是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
奖。受中国记协委托，今年是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连续第五年组织中国新闻奖自荐、
他荐作品初评工作。

第35届中国新闻奖自荐、
他荐作品初评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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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
要内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加快适应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是建设文化强国、网络强国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
要部署；《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
见》出台，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提供

有力指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科学指引下，
我国扎实推进网络文明建设，不断发展
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着力增强网络空
间治理效能，健全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机
制，推动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自 2021 年起，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已连续举办4年。6月10日，2025年中
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
幕。汇聚网络正能量、引领时代新风
尚，这场盛会将进一步凝聚起网络文明
共建共享的社会共识和强大合力。

法治护航，让好生态成为
网络新常态

“2024年，我国适应互联网发展新

形势，强化制度创新，网络法律体系进
一步完善。”今年4月，《中国网络法治
发展报告 （2024 年）》 发布，全面展
现了网络法治发展成果，更好凝聚起网
络法治理念共识。

法治是网络文明的基石。坚持把依
法管网治网摆在突出位置，有关部门充
分发挥法治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
作用，以法治方式护航网络文明建设行
稳致远。 （下转02版）

让大流量成为新增量
——我国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胡锐

5位经济新闻记者
分享经济向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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