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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侮辱英烈行为是对英烈的告慰与尊重，能让英烈

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抚慰烈士亲属的伤痛。同时，此举

也向社会传递了鲜明的价值导向，警示人们尊崇英烈、捍

卫英烈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企图侮辱、亵渎

英烈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来论

近日，第十八届中华
图书特殊贡献奖（以下简
称特贡奖）在京揭晓。自
20 年前举办首届以来，
这个奖项持续颁发，从一
个侧面显示了我国在图书
出版方面的文化自信。

2005 年，在第十二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上，原新闻出版总署首次

设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年来，共表彰了
63个国家的219位翻译家、出版家、作家。

作家斯诺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外国友人，
他的图书 《红星照耀中国》 影响世界 80 多年。
随着新时代以来涉华图书的大量涌现，人们也期
望有更多外国作家不仅关注历史上的华夏，而且
瞩目当代中国。今年的特贡奖颁奖名单中，就出
现了被称为“美国小哥”的记者兼作家艾瑞克·
尼尔森 （中文名聂子瑞），他参与创建了“新时
代斯诺工作室”，足迹几乎遍布中国每个省份，
联合写作、编撰和审译了近 20 本关于中国脱
贫、救灾和政府政策的英文书籍。为深度参与体
会中国社会，他在冰川脚下与牧民同宿帐篷，拂
晓时分拾取牦牛粪饼生火取暖……

今年特贡奖获奖者、南非作家谭哲理是姆贝
基非洲领导力研究院教授，他的文化视野一直投
向中国，2013 年就完成了有关毛泽东政治演说
的博士论文，其著作领域涵盖中国外交政策、中
非关系、中国语言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演说风格
这样细分的领域，也成为他的出版选题。

图书这样的文化传播方式，既古老又年轻，
即使在AI大行其道的当下，其固有的传播优势
仍然不可取代。笔者在访问一些国家时注意到，
国际文化圈层的底层构件中，图书为不可或缺之
要件，无论何处的阅读者，从轻文化载体的手机
上获得初步信息后，无不随之选择图书作为深
入学习的工具。例如巴西孔子学堂是孔子学院
的普及版，而学堂和学院里如果没有相应的中
华文化图书作为基本铺垫和延伸路径，那是不可
想象的，只有捧读书册之时，人的获得才会有满
满之感。

文化自信与图书奖的设立之间有没有关
系？回答是肯定的。例如龚古尔文学奖设立于
1903 年，是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化类奖项，评选
对象为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对于提升法
国文化的美誉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安徒生奖
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儿童文学
的诺贝尔奖”，设立于1956年，由丹麦赞助，每
两年评选一次，丹麦从此奖中获得的文化影响力
可想而知。

面向国际人士，专为他们设立研究和传播中
华文化的特贡奖，体现了一种绵厚的文化善意。
传播学理论中有一种“他者视角”，可以说这个
奖项体现了鼓励用“他者视角”看中国。图书经
看耐看，在看中加深互相了解，这于世界文化共
同繁荣大有裨益。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与文化自信
□江作苏

近日，有网民发布视频称，第12版《新华
字典》中关于“累”（第二声） 的造句中写道：

“孩子小，成了累赘。”该网民质疑这一例句传
递了不良的价值观念，引发热议。大皖新闻联
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
称，“《新华字典》本身就是工具书，肯定要收
负面词。收了负面词，必然会有搭配频率的问
题。”（7月1日大皖新闻）

关于《新华字典》字词的释义和例句，这几
年网上的讨论和争议一直没有断过。“累”字组
词“累赘”的例句“孩子小，成了累赘”，网友
认为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玩”字下面“玩
弄女性”的组词，违反公序良俗，容易造成不良
的诱导……毫无疑问，争议的背后不仅关乎编纂
细节，更牵涉到语言工具的社会责任、文化传承
以及价值观引导等问题。

作为中小学生常用的工具书，如果字典中的
表述存在偏差，势必会误导孩子，影响他们的健
康成长。面对网友的质疑和指责，语言学专家和
法律专家之前也一次次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不妨再看一下语言学专家的解释：“玩弄”
“累赘”“别枪”等词语属于汉语词汇系统中的
负面词语、消极词语和中性词语。《新华字典》
收录负面词语、消极词语是无法避免的，是符
合辞书编纂规范的。编纂字典词典必须全面客
观反映语言现象，负面词语、消极词语是汉语
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任何通用型字典词典都
不能回避。

笔者认为，《新华字典》的编纂有严格的专
业标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贴标签或者情绪化
地反应，更不应该上纲上线。作为出版方，既要
理解家长们的担忧，更要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只有如此，才有助于促进工具书的不断完善。另
外，当孩子在使用字典时遇到不理解的内容，家
长和老师应适时给予引导和解释，帮助孩子正确
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现实世界。

质疑《新华字典》例句“不雅”“有毒”，乃
至上纲上线地称其被“某种势力”渗透，有点轻
佻矫情，更有些小题大做，这样的心态不好！

给字典挑刺可以，
但别矫情
□庸石

88 年前的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
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无数英
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国
家尊严，他们的精神是民族的脊梁。然
而，却有个别不法分子漠视历史，侮辱
英烈，挑战法律底线。今年以来，公安
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6起侮辱英烈案
件，并以案释法，向全社会敲响了警
钟。（7月7日央视新闻）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
士是一个国家崇高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体
现。毫无疑问，我国英雄烈士的事迹和
精神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的重要体现。“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
习英雄，关爱英雄”理应成为全民共
识，成为熔铸于每个人灵魂的声音。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抗日战争中，无数英烈前仆后
继，用鲜血铸就了胜利，然而一些人
却罔顾历史事实，抹黑英雄人物，侵
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这些行为
扰乱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严重伤
害了民族感情，更触碰了法律红线，

必须受到严惩，这是全社会应有的共
识与坚定态度。

这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查处 6
起侮辱英烈案件，就是旗帜鲜明捍卫英
烈荣光之举。6 起案件中，网民王某玉
为吸引流量，在网络平台上多次发布侮
辱、诽谤贬低英雄先烈的不当内容，浏
览量累计达1万余次，其行为严重侵害
了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网民黄某某、赵某鹏、雷某
为追求流量变现，均在网络平台公然歪
曲和严重贬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

牺牲与历史功绩，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
会影响……对他们进行依法严惩体现了
国家的意志和态度。

法律是捍卫英烈尊严的有力武器。
新时代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
规来保护英烈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以侮辱、诽
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也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
纳入犯罪。这些法律条文彰显了国家尊
崇、保护英烈的坚定意志。严惩侮辱英
烈行为是对英烈的告慰与尊重，能让英
烈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抚慰烈士亲属
的伤痛。同时，此举也向社会传递了鲜
明的价值导向，警示人们尊崇英烈、捍
卫英烈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任
何企图侮辱、亵渎英烈的行为都将受到
严厉制裁。加强上述法律法规的宣传，
也能震慑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遏制此
类不良现象的滋生蔓延，激发广大民众
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凝聚起全社
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的强
大正能量。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
士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严
肃追究侮辱、诽谤英烈者的法律责任，
旗帜鲜明捍卫英烈尊严是社会正义，更
是让英烈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重要举措，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有非凡的价值。

旗帜鲜明捍卫抗战英烈尊严
□樊树林

许多部门、许多单位都很重视宣
传，也会利用各种途径、各种机会宣传
自己。其中，借用电子邮箱广泛散发本
系统、本部门、本单位“事迹”材料，
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应该说，这种
传播形式既保证了时效，又不增加成
本，是以往的邮寄、电传、口头汇报所
无法比拟的。

宣传，当然是越广泛越好，影响越
大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一
些部门、单位便调动各种手段，大量收
集各级各类媒体、记者的邮箱，进而不
间断地向这些邮箱“群发”新闻素材和
新闻稿件。一份材料，往往要发给所有

媒体、所有记者，一发就发几十个、上
百个，形成“大撒网”。对他们来说，网
撒 出 去 了 ， 网 到 几 条 “ 鱼 ” 算 几 条

“鱼”，一条都网不到也没有关系。下一
次，还是这样“大撒网”。

如此“大撒网”式的“群发”文
稿，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各级各类媒
体都有自己的定位、功能和相对固定的
受众与服务对象，也就是很多新闻素材
一般只对个别媒体有参考价值，对多数
媒体价值不大或完全没有价值，最终也
变成了文字垃圾。对于许多媒体和记者
来说，看重的是独家新闻，对这种“群
发”的东西，他们往往心存芥蒂，兴趣

不大，尤其担心与其他媒体撞车，所
以，一般来说，直接取材于邮箱里“群
发”新闻素材的很少。

考察一些“群发”新闻素材的人，
许多人基本不懂新闻业务，也不认真研
究新闻规律或不了解各媒体的特点，结
果，不仅自己做了许多无效劳动，而且
对接收者构成了一种无谓的骚扰：不管
你是否需要、是否欢迎，都一如既往地
我行我素。久而久之，就让人不胜其
烦。说得严重一点，这对接收者没有给
予应有的尊重，又怎么能得到接收者的
理解和支持呢？

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一些人

缺少求实作风，习惯于做表面文章，
干工作虽然辛辛苦苦，但毫无实效。
这种作风，如果仅仅停留在“群发”
新闻素材方面，也许危害不大，如果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那危害就不能
低估了。

当然，许多媒体、记者并不是一味
地反对相关部门、相关单位发送这些信
息，对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新闻线索，
他们还是欢迎的。他们希望相关部门、
相关单位有的放矢，所发信息都有针对
性，不要盲目乱发。

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大撒网”式地
传播无用信息可以休矣！

“大撒网”式发送新闻素材，可以休矣
□庄电一

7月4日，流量作家刘楚昕再次回到
人们视野——他携新书 《泥潭》，在
2025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的新书首发
和签售活动现场引发了又一轮文学狂
欢，令所有的出版人和作家感到惊奇万
分。（7月7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刘楚昕为何能从一个新人作家一夜
之间变成炙手可热的流量作家？当然离
不开漓江出版社举办的第二届漓江文学
奖颁奖会，离不开他在那个颁奖会上发
表的那段令人泪目的获奖感言。

因为颁奖会发言而走红的作家，近
年来还是很少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公众
容易对个人感情生活产生强烈共鸣，另
一方面也说明公众对文坛新人的深切
呼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文学新人
“出圈”的传播事件中，活动主办方漓江
出版社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多年来，
很多出版机构都把培育优秀青年作家作

为自己的崇高追求。据统计，国内至少
有 20 多家出版机构涉足文学奖项评
选，有的是发起主办，有的是参与协
办。漓江出版社把一个刚刚举办了两届
的评选活动做成了出版品牌，无疑极
大地提升了该社的品牌张力。据了解，
本届漓江文学奖共收到全球投稿作品
430 部，而刘楚昕是此次 8 名获奖者中
的佼佼者。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也在报道中
首次披露了本届漓江文学奖的遴选与

《泥潭》 的出版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众
多的出版人在为推出文学新人而默默无
闻地奉献着。漓江出版社一个月就完成

《泥潭》 的出版，网上预订量达到了 40
万册，创造了近年来中国文学出版的一
个奇迹。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刘楚昕，还
是漓江出版社，面对这泼天的流量都十
分清醒，都没有进行更多的商业炒作。

而这次漓江文学奖的“出圈”，让更多的
读者和作者关注到了漓江出版社，让一
向沉寂的文学出版再次回归读者的视线。

作为浸润情怀、启迪心智的文学出
版，从来都是出版业最受读者关注的板
块。这次刘楚昕引发的文学出版热，当
然不可复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出版
人只要心存读者需求、心存培育作者新
人的情怀，就会在无私的奉献中发现更
多的刘楚昕，培育更多的文坛新秀。

文学出版，只有在新人新作的不断
涌现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从现当代文学史上看，无论是过去
的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还是当代
的编辑家秦兆阳等都是大力提携年轻作
家的伯乐。曾任《人民文学》《当代》主
编的秦兆阳，是编辑家，同时也是著名
作家与文学评论家。他发现了路遥，发
表了路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
的一幕》，进而奠定了路遥在文坛的地

位，为他创作 《人生》 和 《平凡的世
界》奠定了基础。秦兆阳还相继发现了
王蒙、公刘、玛拉沁夫、林斤澜、蒋子
龙、张炜、刘心武这些当年的文坛新人。

作为坚持长期主义的出版机构，当
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发现一个刘楚昕就

“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文学出版的繁
荣是靠一大批文坛新秀来共同完成的。
有抱负有作为的出版机构，除了举办颁
奖会，还可以通过出版文学新人丛书，
举办改稿会、讲习班、文学笔会，签约
新人和全国征稿等形式进行文学新人的
发掘与培育。

因此，这次漓江文学奖的“出圈”，
不仅成功诞生了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流量作家，还为这个奖的后续强势发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相信，随着时
间的推移，漓江出版社还会为全国推出
更多的文学新秀，其他文艺类出版社也
会更加重视培养文学新秀。

让更多的刘楚昕走到文学前台
□赵强

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国家广电
总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家网络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办
法》将于7月15日起施行。

专家在媒体分析认为，《办法》的
出台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进入了法治时代。在数字
技术深刻重塑社会经济形态的背景
下，《办法》有利于构建起技术支撑与
制度规范相融合的治理体系，以实现
数据价值释放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动态
平衡。《办法》既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
数据流通的需求，又保障个人数据权
益，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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