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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由新华通讯
社主管、新华出版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
国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
鉴 2024》（以下简称《中国年鉴 2024》）中、英
文版近日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中国年鉴 2024》 中文版忠实记录了
2023 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大事要事，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经
济总类、国资国企等36个部类，280万字，
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

《中国年鉴 2024》 英文版包括国情概
要、中国政党制度、国家机构、今日中国、
年度特辑、新闻图片、大事记和附录、索引
等，10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
值的图片。

《中国年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
国家年鉴，自1981 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
版44期。其内容翔实、资料完整、数据权
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海
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了解中国、研究
中国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据悉，《中国年鉴
2023》中英文版已被多所国际知名高等院校
图书馆收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4》
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江右文
库》编纂委员会近日在京举办《江右文
库》第三批成果发布会，向世界展示江
西厚重的历史文化。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
版局局长黎隆武发布第三批成果，要求
围绕“三年出形象、六年成规模、十年
铸精品”的目标，序时推进 《江右文
库》编纂出版工程，不断提升赣鄱文化
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次发布方志编102册，至此，方志
编 248 册图书已全部出版。此次发布的
县志卷最后一批图书含明代县志22种、
清代县志 149 种，《［康熙］庐陵县志》

《［嘉庆］铅山县志》等县志是首次影印出
版，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版本价值。

此次精华编推出三种图书，分别是
《江西诗徵》《文献通考》《新五代史》。《江
西诗徵》是清代曾燠编纂的大型地域性
诗歌总集，系统收录了自晋代陶渊明至

编者同时代的 2000 余名江西诗人的作
品。《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
端临历时20余年编撰的典章制度通史，
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在中国古
代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五代史》是
欧阳修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将五代各
朝本纪、列传汇为一端，分纪、传、世家、
考、年谱五部分编写。

发布会上，《江右文库》移动端正
式上线，它支持全文阅读、图文对照、

立体书展示，提供自动标点、繁简转
换、阅读批注等辅助功能，结合百科词
典、AI对话，降低古籍阅读难度。

据介绍，《江右文库》是江西省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
工程，是对秦汉以来至清末江西学者著
述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研究的大型丛
书，分为“书目编”“文献编”“方志
编”“精华编”“研究编”五编，计划编
纂出版1600册，总计约8亿字。

《江右文库》第三批成果在京发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4 日上午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活
动总体安排。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此次纪念活动将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
一系列重要活动，纪念规格高、涉及面
广、注重群众参与。

——纪念规格高。此次纪念活动中，
以党和国家名义举行的活动就有5项，
包括纪念大会、招待会、颁发纪念章、主
题展览开幕式、国家公祭仪式等。

据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
长胡和平介绍，9月3日上午，以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包
括检阅部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
话。9 月 3 日中午，在北京举行招待
会，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9月3日
晚，在北京举行文艺晚会，党和国家领

导人将出席。
胡和平表示，此次纪念活动还将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为
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
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将组织开展对国内健在的抗战老战士、
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抗战烈士
亲属的慰问活动。

7 月 7 日，将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名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年仪式，同时举行《为了民族解放与
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主题
展览开幕式。12月13日，将以中共中
央、国务院名义，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涉及面广。此次纪念活动，各
地区各部门也将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抗战时期重要历

史事件、重要战役发生地和重要抗日武
装力量活动地所在的省份和重点城市将
组织召开座谈会、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举办图片展、书画展、文物展等展览，
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还将举行相关
纪念活动，传承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据胡和平介绍，9月3日前后，围
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将举行港澳台同
胞、海外有关人士座谈会，举行国际学
术研讨会。

9月18日，将以辽宁省委、省政府
名义，在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0
月 25 日前后，还将举行纪念台湾光复
80 周年大会。支持海外侨胞在当地组
织相关的纪念活动。

——注重群众参与。各地区各部门
将紧密联系各自实际，发挥好各类基层
文化阵地作用，广泛组织开展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
纪念活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
胡和平介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七七”“九一
八”等时间节点，将组织群众开展敬献
花篮、瞻仰纪念设施、祭扫烈士墓、公
祭等纪念活动。

同时，发挥与抗战相关的纪念设
施、遗址遗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
防教育基地等教育功能，组织群众参
观，开展主题党日团日等活动。开展爱
国歌曲大家唱、抗战诗歌朗诵会、重读
抗战家书、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主题展等
活动，举办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记者了解到，除形式多样的线下活
动外，一系列线上活动也将陆续开展，
如开设相关网上展馆、专题网页，制作
播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组织
开展网上缅怀先烈、主题征文、知识问
答等，让更多的群众以网络形式参与到
纪念活动中来。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纪念规格高 涉及面广 注重群众参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公布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董博婷

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烽火硝烟，到
“未来之城”的崭新图景，河北这片热
土留下了新闻工作者的坚实脚印。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6 月 16 日—
21 日，中国记协组织中央和全国性行
业类媒体青年编辑记者赴河北省开展增
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

简短的动员会后，编辑记者们心中
装着“所为何来，所向何往”的问题，满怀
践行“四力”交好答卷的信心，出发！

寻遗迹，红色历史也可这样讲述

6月17日上午，编辑记者们走进位
于邯郸市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这

里安葬着200多位抗日英烈。
苍松掩映中的左权将军纪念馆，展

陈浓缩着这位抗日名将的戎马一生。编
辑记者们脚步跟紧，宁静而专注。

左权1942年5月牺牲时，独生女左
太北刚满两岁。40 年后，当看到父亲
写给母亲的家书，读懂未曾感受的深沉
父爱，左太北编著了《左权将军家书》。

俯身阅读家书内容，中国青年报社
记者焦敏龙感觉“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
有了一种真实的触感，“如无先辈慷慨赴
死，哪得我等岁月静好。他们从未走远，
只是化作了山河的一部分。”

陵园的树荫下、草坪上，有坐着轮
椅的老人，也有蹒跚学步的孩子，岁月
静好的样子真切起来。

邯郸市涉县赤岸村是八路军一二九
师战斗了近6年的地方。下午，编辑记
者们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当年刘
伯承、邓小平等种下的丁香树、紫荆树
依然茂盛。在这里，他们指挥了大小战
役、战斗3.1万多次，歼敌42万余人。

到了距一二九师旧址不远处的一二
九师陈列馆，光明日报社记者康薇薇的
目光追寻着一对母女。在女儿张彩云的
搀扶下，80 岁的张捧兰登上了馆前的
129 级台阶，进入馆里老人一直在用手
帕擦着汗。“我姥爷当过兵，想带着老妈
来看一次。”张彩云难掩激动。26秒的视
频配以舒缓弹奏的《我和我的祖国》，在
光明日报微博发布后观看量过万。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袁博、农民日

报社记者陈银银从各自视角带读者打
卡，“育见新闻”“乡韵短笛”等视频号
不断上新，背景音乐的选取、仿打字机
声响的字幕、129级台阶的视效……每
个细节背后都是“95 后”讲好红色故
事的创新表达。

传薪火，太行深处书写今昔巨变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
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传唱至今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出了中华儿女
共赴国难的担当。抗大培养锻造出 10
多万名军政干部，铸就了军事教育史上
的传奇。 （下转02版）

笔墨纵横太行深处 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河北纪行
□本报记者 雷萌

6月24日，2025夏季达沃斯论坛
媒体村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正式
开放，设置媒体中心、采访室、演播
室等场所满足记者报道需要。世界经
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

“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4日至
26日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
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图为记者在媒体村外采访嘉宾。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夏季达沃斯论坛
媒体村开放

6月24日，《新京报》第二版《更正与
说明》栏目刊登了一则更正，其中提到在6
月21日的一篇新媒体稿件，“已经走过16年
历程”一句中，“16”应为“14”，并表示谨
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人士
致歉。更正中还同时公布了挑错热线和编
辑、校对姓名。

笔者在 《新京报》 电子版上输入“更
正与说明”查询，显示相关内容已达 3543
条，最早的更正刊登于 2013 年 1 月 1 日。
这意味着 《新京报》 此举已坚持了 12 年。
媒体勇于公开更正差错，才能更好地减少
差错。

《新京报》更正的差错，早年多是对报
纸稿件差错的更正，现在集中在对新媒体稿
件差错的更正。发生这种变化，有必然性。
一是互联网现在是信息传播的主阵地，纸媒
稿件现在多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二是互联
网传播不受报纸版面容量和截稿时间限制，
数量大幅增加；三是互联网传播对稿件的时
效性要求高，既要争独家又要抢首发，既要
做到快又要做到好，很难保证完全不出错。
这也提醒，媒体单位要像重视传统纸媒一样
抓好新媒体稿件的审校工作。

《新京报》近期刊登的更正主要集中在错
字、掉字、多字等方面，比如“盈力”应为“盈
利”、“程课”应为“课程”、“蓬”应为“篷”、“他”
应为“她”、“金兹堡”应为“金茨堡”、“2024港
元”应为“2024亿港元”等。这些差错对文章
的理解和传播的准确造成影响，甚至会失之
毫厘差之千里。

当前，不少媒体的稿件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错，虽有的“无伤大雅”，但对文字工作者来
说，“洁癖”还是要有的，需要努力消除差错。
对媒体来说，这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
此，《新京报》坚持更正差错，甚至纸媒为新媒
体作品更正差错，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是对
文字的一种敬畏态度。此外，《新京报》每次更
正差错，不仅会点明原稿件标题和刊发日期，
还会同时公布相关人员的姓名，也是一种责
任倒逼，有利于采编各环节更好地防范和减
少差错。

依据《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报纸
编校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三的，其编校质量
即为合格。但这是底线，守住底线是基本要
求，从呵护媒体公信力的角度而言，媒体应
该努力减少差错，并尽可能做到零差错。坚
持更正差错亮“家丑”，值得学习。

纸媒为新媒体更正差错
这样的“家丑”可以亮
□朱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