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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全民阅读

在西湖逛累了可以到公益魔方阅读驿
站歇歇脚，周末带娃可以去社区阅读驿站
享受亲子阅读，去邮局办事可以在阅读驿
站拿本书打发排队时间……

7月1日，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主办、浙江图书馆承办的“浙里书香
驿路同行——浙江省阅读驿站建设项目发
布暨首批阅读驿站启用仪式”在杭州举
行。一批微型阅读新空间已经散布在杭州
市的很多角落，悄无声息地融入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

“阅读驿站看似很小，却是全民阅读
工程中的‘毛细血管’，承载着提供沉浸
式阅读场景的重要任务。”浙江省文化广
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表示，浙江将在
2027 年底前建成 1000 个以上阅读驿站，
如同“星星之火”，助力掀起浙江省全民
阅读的“燎原之势”。

小魔方，大用处

距离西湖不过百米，位于杭州网红打
卡地上城区湖滨 in77 商圈的公益魔方，
最近摇身一变成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阅读驿站。这个小小的公益魔方“身兼
数职”，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文化推广、
便民服务、应急求助等。《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推门而入，只见一面墙的书
架上摆满了经过精挑细选的书籍，有200
多本，其中以杭州、西湖主题图书居多，
有《杭州深度游》《西湖的亭》《行走西湖
山水间》等。

上午9点不到，志愿者翁永菊就来到
公益魔方阅读驿站开空调、烧水泡茶、
整理书籍。“凉茶要早点泡好放温，这样
附近的保安、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来的
时候就能喝上。现在有书了，他们换岗

休息时也能翻翻书。”翁永菊说话间，附
近工地的一名工人推门进来喝凉茶。商
圈保安小赵站完岗也喜欢来这里休息：

“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书。不用借，看完
就一放，特别好。”

商圈附近有图书馆、新华书店，借书
买书都很方便，这样的阅读驿站为谁服
务？“这是离西湖最近的阅读驿站，游
客、附近工作人员来这里歇脚和看书的居
多。”翁永菊正在看郭德纲的 《谋事》，

“在这里当志愿者，时间比较充裕，在家
里看不进书，坐这里可以。”

群众触手可及是阅读驿站的特点。浙
江图书馆与科协、邮局、银行、书店、便
利店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打造了“时时
可阅、处处可读”的场景。

“这些场所都是老百姓日常工作生活
中经常接触的，我们希望把更多优质、便
捷的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实现从‘人
找书’到‘书找人’的跃迁。”浙江图书
馆借阅服务中心主任李华英说，不同点
位的阅读驿站各有特色，图书配置、开
放时间也不相同。比如，社区内的驿站
亲子读物较多，景区内的驿站选书侧重

旅游、文化，邮政所内的驿站配书更休
闲。计划每个驿站至少配置 500 册图
书，根据服务群体做增量。

小投入，大效能

相比于西湖边的阅读驿站小巧精致、
轻量化，位于浙江省科协大楼咖啡馆的阅
读驿站空间则更加多元，有咖啡吧、读书
交流区，整体风格简洁大气又不失温馨。
驿站内配备图书 1500 多册，科技主题自
然是重头戏。比如，有 《科学 24 小时》

《计算机时代》《科技通报》《海洋学研
究》等杂志，也有《生命密码》《生物学
原来这么有趣》《无糖革命》等知识含量
高的书籍。

显而易见，融合多元业态的阅读驿站
可以说个性鲜明。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
的新天地党群服务中心的阅读驿站，作为
社区驿站开辟了借阅、分享、演播等多功
能服务区；罗森便利店内的阅读驿站 24
小时营业，配书更加贴近生活，《调酒
学》《活得通透》《吃的艺术》都非常符合
年轻人的喜好。

阅读驿站怎么建？政府主导，社会力
量参与，坚持“小投入，大效能”原则，
深度融合“图书馆+”与“+图书馆”理
念，设施共享、空间重构、网络串联，

“嵌入”式扎根于群众身边。
“我们希望导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推

出一批轻量级、嵌入式的公共文化空间，
通过高质量的阅读服务和供给，给老百姓
带来更好的文化体验。”浙江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邢吴翔说，

“阅读驿站有不同的合作主体，利用他们
的闲置资源、管理力量，我们来提供书
籍、提供流通服务，提高阅读效能，能够
用好社会资源为公共文化服务添砖加瓦。”

记者了解到，2025 年，浙江将在全
省建设500个阅读驿站及70个杭州市银行
阅读空间。作为新型“微阅读”空间，阅
读驿站的功能涵盖图书阅览、图书借还、
文旅资讯等服务，既保持服务独立性，又
实现多元业态有机融合。此外，还同步优
化了智慧服务场景，驿站内的图书都纳入
了浙江全省文献流通系统，与102家县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也有海量
数字阅读资源，手机扫码就能免费看。

首批建成投用，今年内建成500个，2027年底前建成1000个以上——

浙江阅读驿站：让书页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黄琳 文/摄

本报讯 （记者杨雯）7月1日下午，由
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新锐导演艺兮执导
的电影《天宝》全国首映礼在京举办。影片
将于7月10日在全国人民院线上映。

《天宝》以藏族红军天宝 （藏名：桑
吉悦希）从少年到中年的真实经历作为创
作素材，全景式讲述了桑吉悦希从一个寺
庙扎巴，到参加红军、三过草地，在延安
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期间被毛主席改名为

“天宝”，后又奉命返回藏区，参加和平解
放西藏、家乡剿匪等活动，历经千锤百炼
和血与火的洗礼，最终成长为我党高级干
部的革命英雄事迹。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副书记
冯宇在致辞中说，电影《天宝》以红军长
征为时代背景，用独特视角和鲜活画面，
把阿坝的地域文化、景观风貌、红色资源
等元素植入其中，艺术再现了红军翻雪山

过草地的感人历史，还原了军民鱼水情深
的生动场景。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黄群飞表示，作为人民院线重点推介的影
片之一，《天宝》具备了强烈的时代价值
与美学突破。华夏电影愿与广大观众一
道，以更多像《天宝》这样有筋骨、有温
度的作品，构筑新时代中国电影的高峰。

首映礼现场，原著作者降边嘉措，导

演刘劲，总导演艺兮，总监制、总策划于
守山，总制片人尔玛依娜，以及主演顿珠
次仁、王晖、卓依娜姆、吴健等影片主创
集体登台，讲述光影背后流淌的创作密码
和信仰之光。

刘劲回顾说，《天宝》 是献给党 104
岁生日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牺牲在长征
路上红军战士的一份告慰，“长征精神，
就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

长征题材电影《天宝》全国首映礼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金鑫） 7月2日，由上
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主办的 2025 （第十三
届）上海童话节开启。今年童话节首次覆盖
全市199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推出
400余项阅读活动，包含主题活动、少儿讲
座、故事会、展览展示、美育课堂等板块，
为全市少年儿童献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阅
读嘉年华。

开幕式上，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
少儿读者带来精彩的绘本剧《100个兔子想
唱歌》。据了解，本届童话节以“阅·无
界”为主题，打破阅读边界，将文化、教
育、艺术、科技等元素巧妙融合，让孩子
的阅读体验可听、可感、可交互。

结合童话节的举办，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今年暑假还特别推出“捕捉盛夏”“书香
阵阵度炎夏”等夏季主题书架，举办“书图
同归”艺术思辨类书展、“走向世界的原
创”插画家作品展等主题展览，让小读者近
距离感受原创绘本的独特艺术魅力。此外，
少图100问闪课、“纸戏剧奇妙世界”暑期
皮影剧场、STEM小达人、小种子故事会、
非遗小师傅、暑期成长剧场公益电影等阅读
活动也将轮番开展。小读者们还可以通过

“蜜宝云书房”线上平台参与暑期阅读挑战
赛，尽享阅读乐趣。

2025上海童话节
打造暑期阅读嘉年华

本报讯 （记者田野）大型历史人文纪
录片《寻根伏羲》开机仪式近日在甘肃省天
水市举行。该纪录片计划拍摄6集，每集25
分钟，预计今年底完成摄制。

纪录片《寻根伏羲》由甘肃省委宣传部
策划实施，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
录片中心、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共
创，制作完成后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甘
肃卫视等平台播出。

甘肃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
局长马玉萍介绍，纪录片《寻根伏羲》以传承
弘扬伏羲文化为主题，将通过对考古实证和
文献记载的系统性梳理，用镜头影像探究和
阐释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历史意义、时代价
值，以及其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
动华夏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全
面展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博大精深。

纪录片《寻根伏羲》
在甘肃天水开机

杭州市上城区湖滨in77商圈的公益魔方，最
近又多了一个“身份”——阅读驿站（左图）。走进
驿站，一面墙的书架上摆着200多本书籍，其中以
杭州、西湖主题图书居多（上图）。

大湾区潮水拍岸 新闻主力军抢滩

这条“胜利长廊”，
告诉我们“不能忘记”

一批优秀作品和节目将与观众见面

（上接01版）
深化技术赋能，建强南方智媒云技术

底座，组建全省智媒发展共同体，打通省、
市、县三级融媒体资源和渠道，推出“南方
AI 智能体”等工具产品，重构省域媒体传
播格局；推进广东省“媒体融合与数字创
意”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媒体变革与创新”
社科重点实验室建设。

提升开放生产，开展“内容开放生产行
动”，在“专业记者+职业写手+人工智能写作”
内容生产基础上，吸引用户参与内容生产，形
成“专业生产+开放生产+智慧生产”合力。

“南方报业的系统性变革思路包含两
个重点突破方向，一是强化以用户为导向
的内容生产和传播，二是以体制机制改革、
传播效果评价来增强发展活力。”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支庭荣认为，“五级深
耕”是南方报业的代表性传播策略，充分彰
显了顶天立地的媒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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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资源配置机制改革

创新求变，是南方报业与生俱来的基

因。新一轮改革，南方报业以互联网思维
主导资源配置，以强化用户服务驱动内容
生产传播，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互联网主
战场。

实施“客户端聚合优化计划”。南方报
业推动集团所属媒体的内容和数据互通共
享。打造智能协同稿件库，支撑各客户端内
容稿件互通和共享，实现优质稿件在矩阵
内快速分发、二次创作与多端适配，以及传
播数据的自动聚合。建立用户数据库，构建
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实现各客户端用户身
份互认，整合客户端用户行为数据，构建精
准立体的用户画像，支撑智能内容推荐与
用户差异化运营。实现跨端生态互联，各客
户端分别建设专区，集中展示运营矩阵内
的特色内容、精品栏目和热门活动等，形成
平台间内容互补、相互引流和品牌联动，构
建协同发展的矩阵传播生态。

实施“融合创新计划”。成立集团融合
运营委员会，统筹集团各媒体、各业务单元
融合发展工作，进一步完善“四个一体化”
运行机制，真正实现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建立“1+N”融合传播机制，对重大主题宣
传、重要时间节点、重要会议活动、重大突

发事件等，在集团融合运营委员会统筹下，
由“1”家媒体牵头，“N”家媒体协同，生产精
品爆款，进行一体化传播，形成舆论合声。

拓展多元化经营模式。建立融合经营
机制，拓展“媒体+园区”“媒体+农文旅商”

“媒体+教育”“媒体+展会”领域。统筹集团
各媒体品牌价值、市场影响力、服务能力、
经营资源，明确核心能力标签，建立能力矩
阵图谱。建立协同共享机制，实施项目协同
共享机制，协同创收、做大增量、降本增效、
共享利润。

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郭全中看来，南方报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一
方面在新媒体发展方面树立全媒体一盘棋
的观念，倾全集团之力重点打造南方+；另
一方面在底层构建全集团统一的技术平
台、内容平台和用户平台，实现全集团相关
资源的共享。

此外，南方报业以更加扁平化的内
部架构，探索跨媒体、跨部门、跨条线
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首批成立15个融媒
品牌工作室。以“南方读+”工作室为
例，该工作室以项目为单元组建跨媒
体、多工种主创团队 （含记者、编辑、

设计、拍摄、剪辑、运营等），实行扁平
化运作管理和“策划—生产—分发”全
流程闭环操作。“南方读+”工作室主理
人陈明诗介绍说：“我们通过颗粒度细化
与多领域出击的模式，按细分领域，以
南方名记者、集团新媒体 IP 等为依托，
生产全媒体、高质量、特色化、差异化
的内容，提高垂直领域影响力。”

同时，积极创新生产模式，重点打造
“观天下”“聊点‘政经’事”“产业麻辣
烫”“财知道”等20个新媒体IP。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认为，这种品牌
化、垂直化、IP 化的生产逻辑，有利于
克服传统媒体线性生产的局限，以更加灵
活、多样的内容形态吸引用户，提升用户
黏性与认同，呈现出一种多元共振、多维
协同的生态化生产趋势。

构建全媒体评价体系，是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的重要方面。刘启宇表示，南方报
业将进一步优化流量、质量、数量“三量齐
飞”的考评机制，突出效果导向，建立多维
可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精准地发挥考
核指挥棒的作用。

“南方报业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坚持从实际出发，整体设计与重点突破相
结合，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因地制
宜、一媒一策，先立后破、协同推进，鼓励改
革探索，最大程度激发动力、释放变革效
能。”刘启宇说。

（上接01版）
在这条“胜利长廊”中，读者陈慧带着两

个孩子在每个展板前慢慢走过。记者走近后
发现，不仅陈慧在向孩子们讲解，两个10岁
的孩子也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我带孩子和
他的同学来学习，让他们知道今天的生活来
之不易。”陈慧说。

“我们小时候都受到过这些历史教育，今
天来看这个展览是为了重温，不让自己忘
记。”年近80岁的读者陈海权在照片前驻足
良久，他告诉记者，自己是退役军人，“现在我
们的国家强大了、民族昌盛了，面对新时代的
新课题，我们更需要用严谨的内容、丰富的形
式，让年轻一代正视历史。”

文字与图片都是历史的载体，出版的痕
迹可以抵抗遗忘。记者看到，除了《抗战为什
么赢》之外，现场还展出了近20种由江苏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战主题图书，其中有入选
2025年5月“中国好书”的《光影山河：电影与
抗战》等今年出版的新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以及不同版本的
《拉贝日记》，通过档案、日记、学术著作、非虚
构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还原历史真相。

“一方面，集团向来重视组织出版一些文
献史料以及基于此的注重学理性的抗战有关
学术著作；另一方面，集团也注意把出版的视
野投向个体的历史书写。”袁楠表示，凤凰集
团将继续策划出版相关主题图书，组织阅读
推广和文化活动，做好相关主题图书的海外
推广工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贡献出版力量。

（上接01版）
举办抗战胜利 80 周年主题展览是纪

念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安排。
自 7 月 7 日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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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
办。7 月 8 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7 月

中旬前组织部分专场参观活动，其他时
间除每周一例行闭馆外，全部面向社会
公众开放。这次主题展览以“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为主题，共分为八个部分，展览面积
1.22 万平方米，展出照片 1525 张、文物
3237 件，并特别设立了“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 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专区。主题

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本次主题展览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

砥柱作用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早发布的 《对
日战争宣言》、赵一曼从被捕到英勇就
义的详细档案、洛川会议的会议记录、
多种版本的 《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
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文电等一大批

历史影像、文物实物、文献档案等将亮
相展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
康介绍，本次展览重点凸显中国战场的
东方主战场地位，通过设置大型主题视
频、中国抗战巨型照片墙、中国支援盟
军作战景观等展项，展现了东方主战场
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注重将展览各部分
的内容置于国际视野中，突出反映中国
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6 月 30 日，
“印见荣光——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全国职工篆刻作品展”在北京中华
世纪坛开幕。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印见荣光——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全国职工篆刻作品集》在开幕式上
首发，主办方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代表、基层工会地表、职工书屋代表等赠送
了新书。

《印见荣光》一书以“印见荣光——庆
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全国职工篆
刻展”为蓝本，共收录全国各行各业职工参
展的496方优秀篆刻作品。这些作品在继承
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围绕新题材、新设计、
新造型、新材料和新科技，为庆祝中华全国
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展览由全国总工会主办，全国总工会宣
传教育部、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承办。展
览对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至7月31日。

《印见荣光》为庆祝全国总工会
成立10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