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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 21：00，在北京市王府井
书店“有趣的中国古建筑”文创展示
区内，读者热情高涨。书架与展台上
摆满各类古建筑主题文创产品，从精
巧的书签到别致的挂件，每一件都承
载着传统文化魅力，展现出古建筑文
创的超高人气。

“有趣的中国古建筑”文创展示
区是王府井新华书店 7 月 1 日开设的

“北京文创 礼遇京城”主题文化市
集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摄

古建筑文创
点亮书香夏夜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 7 月 3 日，
由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办的
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 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注与声明》研制工作
启动会在京召开。来自出版管理部门、出
版单位、科研机构、高校、行业协会等相关
单位的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
何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出版中的应
用，提升学术出版质量，维护学术诚信。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
发展，在提高学术研究和工作效率的同
时，也为学术出版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
险。部分作者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
能，导致论文质量下降，抄袭、数据造

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期刊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缺乏明确的规
定和审查机制，难以判断论文的原创性
和可靠性。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在学术出版中的标注与声
明，已成为行业的迫切需求。

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冯士
新说，这项标准旨在为学术出版中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给出清晰、规范、统一范式
的标注与声明，使人工智能的应用易识
别、可追溯。通过行业标准制定，引导科
研人员、科研与教育机构、学术出版方合
规、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从而规
范和促进学术出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宣部出版局科技与标准处相关负责
同志强调，涉及人工智能的标准需出版单
位、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协同参与、
通力合作，确保标准研制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助力学术出版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柯春晓认为，这项标准的制定对行业
发展具有多重意义。学术层面，该标准明
确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原则与责任，筑
牢学术诚信之基；出版层面，该标准有
助于提升审核效率与可靠性，规范作者
和出版单位行为；技术层面，该标准可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且需随技术发
展持续优化。

据悉，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任标准起草组组长单位，山东大学、北京大
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
出版社人卫研究院、北京人卫智数科技有
限公司、有科期刊出版（北京）有限公司6
家单位任标准起草组副组长单位。中国社
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北京信工博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等16家为成员单位。

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加
强对标准研制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并在标
准发布实施后，组织开展宣贯培训和实施
监督，推动标准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助
力学术出版领域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高质
量发展。

《学术出版规范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注与声明》研制工作在京启动

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术出版应用

本报讯 （记者张博） 7 月 6 日，
2025 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闭幕式在重庆
市永川区举办。闭幕式上，“金山茶奖”
10 个项目揭晓，中国影片 《三大队》 和
俄罗斯影片《空战》获得最佳影片奖。

本届电影节共有 20 部作品入围国际
竞赛单元。其中，蒙古国影片《父亲》导演

巴特图尔格·苏维德荣获最佳导演奖，来自
吉尔吉斯斯坦的达斯坦·扎帕尔·里斯凯尔
迪、阿克坦·雷斯克尔迪耶夫凭《边境交易》
获得最佳编剧奖，乌兹别克斯坦影片《追春
天》女主角拉诺·肖季耶娃获得最佳女演员
奖，哈萨克斯坦影片《警钟行动》男主角巴
赫特·哈吉巴耶夫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巴基斯坦影片《白蚁》获得最佳剪辑
奖，蒙古国影片《金色地平线》获得最佳摄
影奖，中国影片《巴扎喜事》获得最佳音乐
奖，白俄罗斯影片《黑色城堡》获得最佳美
术设计奖。塔吉克斯坦影片《寻求真相》、
巴基斯坦影片《纳亚布》、伊朗影片《最后的
鲸鲨》获得评委会特别奖。

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重庆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科技光影·上合
风采”为主题，设置电影市场、电影合作论
坛、聚焦国家单元、电影科技成果展览、跟
着电影去旅游等系列活动，并在重庆开展
电影惠民消费季、“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
城”、无人机专场表演等配套活动。

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金山茶奖”揭晓

中国影片《三大队》获最佳影片奖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典读新华：
‘文化溯源，文字回家之旅’读书行动暨
《古代汉语词典》第3版全国首发式”近日在
河南省安阳市中国文字博物馆举行。当天，

《古代汉语词典》第3版特装书也面向全国限
量发行，《古诗文常用名句辞典》同步首发。以
上3种新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据介绍，《古代汉语词典》是一部供中等
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和阅读古
籍使用的中型语文工具书，在汉语辞书史上占
据重要地位，在语文教学领域也有着深远的影
响。这部词典于1985年开始编写，历经3个版
本，累计印刷100多次，发行量超1000万册。

《古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修订和出版，凝聚着
数十位学者和编辑的心血。

《古代汉语词典》第3版侧重对中国古代
语言文化的解析，向读者传递严谨翔实的古
代汉语和历史百科知识；《古诗文常用名句辞
典》着重对古代诗文主题思想和文化内涵的
解读，勾勒出经典古诗文的“文化图谱”。“两
种书内容各有侧重，可以互相补充，是学习传
统文化、赓续中华文脉的绝佳利器。”商务印
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介绍。

首发式上，安阳市政府、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中国文字博物馆、商务印书馆4个单位围
绕致力于青少年学生阅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签署了深度阅读与文化传承战略合
作意向协议。

《古代汉语词典》第3版
在河南安阳首发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 7 月 3 日—4
日，吉林省“扫黄打非”业务交流暨专项整
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春召开。

会议总结了 2025 年上半年“扫黄打
非”工作情况，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务。吉
林省公安、省文旅执法部门就上半年专项整
治部署及案件查处推进情况作了汇报。长春
市、四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就典型案例查
处经验做法作了交流。

会议特邀中宣部反非局业务处室负责
人、辽宁省委宣传部有关同志现场进行授课
指导。

会后，各市 （州）、长白山开发区、梅
河新区党（工）委宣传部“扫黄打非”工作
分管领导、业务科（处）室负责同志，文化
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同志到长春市“扫黄打
非”基层站点参观学习，并就如何更好发挥
站点效能开展座谈交流。

会议由吉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扫
黄打非”工作机制召集人李光辉主持，吉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扫黄打非”工作机
制召集人王迪出席会议并讲话。

吉林省召开“扫黄打非”业务
交流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福建三明首个
红色主题书屋“长征书屋”，近日在三明市
宁化县正式启用。

宁化长征书屋依托宁化县新华书店升级
打造，占地400多平方米。长征书屋设计以
红色文化为核心，巧妙融入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地等标志性元素，设置红色读物、少儿读
物及客家读物等专区，汇集百余种红色经典
及客家文化典籍，生动展示了长征精神、客
家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

宁化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中央红军
长征的出发地。长征书屋通过整合地方红色
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空间，不仅
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阵
地，也是市民丰富文化生活、读书休闲的好
去处，既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又推动红
色旅游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

福建三明
首个红色主题书屋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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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参加首届天爱星盛会第二
分论坛“数据星空”的王卓骁，以《平流
层到地月空间的人造天体记录》为题作了
一次生动的演讲。他的演讲深深吸引了同
来参加天爱星盛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
航学院硕士研究生霍柱彰。

王卓骁是光学工程师、人造天体观测
爱好者。他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记录的从
平流层到地月空间的各种人造天体和人造
天象，特别是火箭云、火箭极光、再入火
流星群、卫星火车等，还分享了如何预测
和观测拍摄这些天象的方法。

霍柱彰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也拍摄过如
神舟十六号返回的人造天象。王老师的演
讲给了我很多启发。”

而让王卓骁与霍柱彰相识的首届天
爱星盛会，是由北京天文馆主办，《天文
爱好者》 杂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兴隆观测基地共同承办的一场活动。在
6 月 28 日—29 日两天时间里，包括王卓
骁和霍柱彰在内的天文爱好者 200 多
人，共聚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探索和
分享天文的相关知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赵刚在6月28日上午主会场报
告环节中，向大家系统梳理了银河系的发
现及人类对银河系起源、结构和演化的最
新认识和理解，令在场的不少天文爱好者
非常兴奋，因为这样的“课”并不是随时
能听到。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

主任、红外天体物理团组首席科学家吴宏
则讲述了自己“从仰望星空”到“自制第
一台望远镜”的实践启蒙，少年时候的趣
事引得在座刚刚入门的天文爱好者咯咯地
笑，也令已经是“老鸟”的天文观测学者
会心对视并报以掌声。

在6月28日下午同时举行的“多彩星
夜”“数据星空”“星友之家”3场分论坛
上，气氛更加活跃，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
走进不同主题会场，并提出了自己最想了
解的问题。

更令大家欣喜的是，6月29日上午，
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兴隆观测基地。据观测基地的工作人员
介绍，兴隆观测基地目前拥有我国最大、
最先进的光学天文望远镜——曾经是亚

洲最大的 2.16 米望远镜，还有早于贵州
“天眼”的国家第一个大科学工程项目、
世界天体光谱获取数量第一的郭守敬望
远镜。北京天文馆工作人员张楠和王媛
媛难掩兴奋，她们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
来这里参观。

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天文爱好
者》杂志编委吴学兵对活动的成功举办感
到非常高兴：“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对星
空和天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让星空拍摄和
天文观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丰富人生观
和世界观。”

“天爱星盛会脱胎于原有的‘星空大
会’，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拓展
和加强。”北京天文馆党委书记臧振远对
天爱星盛会也给予了更多期待。

《天文爱好者》杂志举办首届天爱星盛会

以星空之名相聚 以星空之约相识
□本报记者 杜一娜

本报讯 （记者徐平） 7月5日，深
圳新闻战线第十一届“好记者讲好故
事”优秀选手选拔活动在深圳报业集团
新媒体大厦举行。来自中央新闻单位驻
深机构、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影
电视集团及深圳各区融媒体中心的21名
选手齐聚现场，讲述各自深入一线的采
访故事。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
深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深圳市新闻学
会主办。选手中既有在新闻领域深耕 10
年的资深记者，也有勇于创新、善于学
习的新秀。选手们立足新闻一线，将中
国故事、湾区故事、深圳故事娓娓道
来，充分展现深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的崭新变化，彰显出深圳新闻工作者在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新风貌。从深
圳澎湃的高科技创新力到开放包容的多
元文化，从媒体融合的“破壁、破圈、
破茧”到记录当下、贴近民生的共情表
达，参赛选手用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镜
头呈现出深圳作为文化磁场的强大引
力，以及鹏城汇聚五湖四海的烟火气与
科技之城特有的人情味。

为确保评选的公正性、专业性和代
表性，活动邀请了来自新闻宣传管理部
门、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影电视
集团，以及相关高校新闻院系和研究机
构的多位专家担任评委。评委们经过认
真细致的评分，选拔推荐出 5 名优秀选
手代表深圳新闻战线参加广东省的选拔
活动。

深圳市第十一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优秀选手选拔活动举行

用新闻视角讲好特区故事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