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代 袁 枚 曾 有“ 家 贫 梦 买

书”的酸楚，今天的读者则面临

着一些争论激烈的新问题，比如

电商对实体书店的冲击，网络文

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电子书会

不会导致纸质书消亡，屏阅读是

不是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是不是

弊大于利……其实，阅

读 与 时 间 、地 点 、形 式

无 关 ，而 是 与 内 容 相

关 。 无 论 是 在 图 书 馆

中默默地翻阅，还是在

地铁上刷屏，一切都因

为 阅 读 而 变 得 美 好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

们 与 新 世 界 的 大 门 只

隔着一页纸。

世界读书日前后，

全 国 各 地 各 种 阅 读 活

动 很 是 热 闹 。 浓 郁 的

书 香 让 青 春 的 梦 想 荡

起启航的桨，让疲惫的

心灵盛满温暖的力量，

让 他 人 的 经 历 成 为 自

我 成 长 的 行 囊 。 阅 读

引 领 读 者 进 入 未 知 领

域，不仅是和有趣的灵

魂 交 流 、碰 撞 的 过 程 ，

也 是 审 视 自 我 、提 升 自 我 的 契

机，更涵养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气

质。阅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文化

的种子，尤其是对于每个家庭来

说，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成长，

有利于提升家庭的幸福感。

文化传承的根基是由历史

的气息和当下的沉思夯筑而成

的，名著因注视而闪耀。文化传

承快不得，拒绝以轻取重。人们

向往文化熏陶，但是没有速成之

路。当快餐文化来到文化领域，

破坏力是惊人的，几分钟就可以

读完一本书，其实只是有了点谈

资 而 已 。 名 著 中 随 时

间而来的智慧，虽然在

跨 越 时 空 尤 其 是 语 种

时会减损，但正因为这

样才更值得人们珍惜，

而 不 能 像 某 些 阅 读 比

赛 的 冠 军 一 样 一 年 读

1000 多本，毕竟读书不

以多少论英雄。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展，阅读群体不断扩

大，人们对文化生活的

需 求 也 越 来 越 多 元 。

如 何 更 好 地 提 升 公 共

文化服务水平，实实在

在 地 提 升 大 家 的 文 化

获得感，更好地满足人

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成 为 大 家 共 同 深 思 的

课题。自 2014 年全民

阅 读 首 次 写 入 政 府 工

作报告，今年已是政府工作报告

连续第六次倡导全民阅读。倡

导全民阅读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的政策

引导，尤其是广大民众的热情参

与，全民阅读将穿街过巷，氤氲

九州。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4月 12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 2019 年河北省戏曲中

青年演员推广工程启动。

2019 年河北省戏曲中青年演

员推广工程旨在搜集、整理河北濒

临失传的地方剧种和曲目，发现并

推广河北优秀戏曲中青年演员，最

终达到保护、继承、宣传、弘扬河北

戏曲文化的目的。该工程面向河

北省各戏曲院团（含民营院团）的

年龄 55 周岁以下（含 55 周岁）的专

业演员和省内专业戏曲院校的教

师。符合要求的人员可通过单位

提出申请，或由本人直接申报，报

名截止日期为 5 月 16 日。

据悉，今年在继续做好演员遴

选、录音、配像、培训、汇报演出等

基础工作的同时，工程还将特别推

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演

出 活 动 ——“ 辉 煌 中 国·有 戏 河

北”，组织入选推广工程的优秀演

员走进河北省扶贫攻坚一线、革命

老区等的基层村镇进行义务演出，

将特色表演送到群众家门口。

河北省戏曲中青年演员推广工程启动

栏目投稿邮箱：zgwhbnews@163.com

百家横议

两
肩
书
本
是
行
装

党
云
峰

2019年 4月23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46082 本版责编 付 琼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本报记者 程 佳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确定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

“乡 村 景 观 ”（rural landscapes）。 4 月

18 日，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和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主办的“4·18”国际古迹遗址日

主 题 活 动 在 清 华 大 学 举 行 ，来 自 文

物、建筑、旅游、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

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了各自眼中的乡

村景观。

不能忽视的文明记忆

何谓乡村景观？根据 2017 年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乡村

景观遗产的准则》，乡村景观指“在人

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陆

地及水生区域，通过农业、畜牧业、游

牧业、渔业、水产业、林业、野生食物

采集、狩猎和其他资源开采（如盐），

生产食物和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

乡村景观遗产指的是“乡村地区的物

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景观历经数千年得以形成，是

人类和环境发展史、生活方式及遗产的

重要部分。乡村景观遗产反映了社会

结构及功能组织，及其在过去和现在的

形成、使用和变革。乡村景观遗产包括

文化、精神和自然属性，这些都对文化

多样性的延续意义重大。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城

市人口增长已升至全球人口增长比

例的 54.82％，尽管乡村地区的增长占

比下降，但乡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仍在

持续增长。专家表示，人口发展的不

均衡使得一些乡村地区荒废，同时另

一些地区还在承受人口压力。乡村

景观有其脆弱性，对乡村景观环境的

任 何 细 小 改 变 ，都 可 能 引 发 极 大 变

化，甚至导致整个乡村景观遗产的废

弃。所以，对遗产使用功能的保护是

乡村景观中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持续的必要手段。社区参与对

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至关重要，需要

社会与遗产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

呵护中国最美乡村景观

“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原农业

部分四批认定了 91 项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涵盖 28 个省区市、涉及 104

个县市。这些遗产历史悠久，至今仍

具有较强的生产和生态功能，体现了

农业在供给保障、就业增收、生态环

境、观光休闲、科普教育、文化体验等

方面的多功能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

强大生命力。这些遗产地可以说是

中国最美的乡村景观。”农业农村部

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副巡视员戴军

表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日益广受关注，如

云南哈尼梯田就已成为年轻人的热

门打卡地。

自 2012 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

部等多部门共同建立了传统村落保

护名录、中央财政支持等重要工作机

制，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有

效 遏 制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取 得 初 步 成

效，部分濒危遗产得到保护，村落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住建部村镇

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苗喜梅介绍，据不

完全统计，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

中 63%修缮了祠堂等传统公共建筑，

58%修缮了古桥、古路、古井等环境要

素，71%修齐了道路，66%实现了垃圾

收集管理，72%增加了防火防灾防洪

等安全设施。各地通过传统村落保

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以及档案的管

理，提高了保护意识，也充分挖掘了

传统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

截至 2018年 10月底，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传统村落文物保护资金 13.2亿

元，270 个纳入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

体保护利用工程中的首批 51 个项目

已基本完成，第二批 100 个项目正在

推进实施。通过数年的积极探索和

扎实工作，在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

保护利用工程的示范引领下，全国传

统村落保存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保护

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激发乡村景观的时代活力

戴军认为，乡村景观保护的核心

是遗产与社会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

最大的特点在于活态性，它是人与自

然 在 农 业 地 区 协 同 进 化 的 典 型 代

表。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

参与，才能构成农业文化遗产，农业

文化遗产镌刻着人类文明的印记。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GIAHS）项目指导委员会

中国办公室主任闵庆文认为，农业文

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建立三个核心机

制，一是以生态与文化保护补偿为核

心 的 政 策 激 励 机 制 ；二 是 以 有 机 生

产、功能拓展、“三产”融合为核心的

产业促进机制；三是由政府、科技、企

业、农民、社会构成的“五位一体”的

多方参与机制。“农业遗产以农业生

产为基础，没有它后面等于零。”

抖音“山里都是好风光”项目负

责人朱凌介绍了其项目在文旅扶贫

方 面 的 一 些 做 法 ，包 括 依 托 今 日 头

条、西瓜视频的图文打造农产品的品

牌 ，聚 集 各 个 行 业 的 专 家 协 助 开 展

“三产”融合等乡村振兴项目等。“我

们还在贫困县开展培训，找抖音上的

手机摄影达人教农民拍摄家乡的美

景、农产品，通过线上培训和组织社

群的方式教他们相关知识技能，目前

我们的培训覆盖了 505 个国家级贫困

县的 7400多人。”朱凌说。

“融合成为乡村景观的主题词，

要让保护传统村落和改善村民生活相

融合，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融合，乡村的保护和乡村的传统生产

方式的现代延续相融合，保护工作和

媒体宣传相融合。”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副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

主席吕舟表示，通过这样的融合，乡

村景观将在新时代呈现出新面貌。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

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指出，乡村

景观的保护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和参

与。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可持

续发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也是要求乡村景观对人类社

会、对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够起到

一份作用，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保护乡村景观，助力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翟 群

浙江松阳保存完好的古村落，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摄

本报讯 （记 者 屈 菡）4 月 19

日，国家图书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

存项目在北京启动，首家互联网信

息战略保存基地落户新浪。从此，

新浪网发布的新闻和微博上公开

发布的博文，都将被互联网信息战

略保存基地保存。

推进数字资源建设与保存工

作，是国家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的

重要工作之一。从 2003 年起，国家

图书馆就开始尝试对互联网资源进

行采集和保存。2009 年，国家图书

馆成立互联网信息保存保护中心，

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

领域重要网站和重大专题资源进行

采集保存。截至 2018 年，全国各级

公共图书馆累计采集网站 2.3 万余

个。作为首家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

基地，截至 2018 年 12 月，新浪的全

平台内容将纳入保存，新浪网和微

博上新发布的内容也将持续保存。

据介绍，为实现国家图书馆的

学术优势和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优

势之间的协同效应，互联网信息战

略保存项目对信息采取社会化保

存模式。信息数据仍由共建主体

保存，国家图书馆根据保存规范、

数据遴选机制和服务需要提出使

用需求，将部分数据纳入国家文献

信息战略保存体系，并与共建主体

联合进行分析，服务于政策决策、

学术研究等非商业用途。

国图启动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

本报讯 （记者曲晓燕）为应

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积极

推动全媒体融合平台向纵深发展，4

月 22 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旗下的

融媒体平台文旅中国客户端在北

京正式上线“文旅号”和“艺术家新

媒体平台”两个融媒体产品。

据中传环球（北京）新媒体科

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文

旅号”和“艺术家新媒体平台”是从

“媒体+”的角度推出的全新融媒体

产品，其推出是为了积极构建兼具

主流价值与创新活力的、文化和旅

游融合的新媒体内容生态。其中，

“文旅号”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导

建设的一站式文化和旅游内容运营

新媒体平台，也是文旅中国客户端

“大内容”生产的重要入口，是面向

媒体、政务、企事业、场馆、景区、文

化名家提供内容生产、内容发布、内

容传播平台。“艺术家新媒体平台”

则是依托中传云，为艺术机构、艺术

家等建设客户端集群，通过打造新

媒体矩阵为艺术机构、艺术家提供

立体式分发的信息发布平台。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文旅号”和

“艺术家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更好

地服务行政管理部门、场馆景区、

媒 体 和 艺 术 名 家 ，为 文 化 繁 荣 发

展，为构建内容生产、分发与收益

机制主动权贡献力量；坚持内容为

王，生产出多款用户关注度高、互

动性强、全民参与的产品；推动平

台化发展，使用户需求得到一站式

满足，建成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

的新型媒体集团，初步形成立体多

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据介绍，中传云是中国文化传

媒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

云服务技术平台，依托于中传云的

文旅中国客户端于 2018 年 10 月正

式上线，立足于文化和旅游行业，

发 布 国 家 要 闻 大 事 、行 业 新 闻 资

讯，向公众提供一站式新闻资讯、

政务服务及文化民生服务，是文化

和旅游部官方移动媒体。另据了

解，未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还将

打造全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

及覆盖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功能

完备、互联互通、运行顺畅的移动

网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成良性

发展的文化和旅游系统舆论、政务

服务及文化产业生态圈。

文旅中国客户端“文旅号”
暨“艺术家新媒体平台”上线

（上接第一版）

此外，活动期间，巴南区图书馆

还联合 31个镇（街道）分馆、35个基层

服务点及 198 个村（社区）农家书屋，

举办“我的书、我的馆”区图书馆免费

开放成果展示活动 20 余场，开展“阅

读的技巧与方法”“读书让世界更美

好”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掀

起一场“共建书香巴南，共享书香生

活”的全民阅读热潮。

山 西

太原各大图书馆、书店推出了多

项世界读书日文化活动。

山西省图书馆举办“阅知三晋·
图书馆之夜嘉年华”大型活动，包含

“书林寻宝”“报海谜侦”“数图遨游”等

多项充满趣味性的互动活动，并公布

“三晋阅读大数据”。数据显示，2018

年 ，山 西 省 公 共 图 书 馆 借 阅 总 册 次

9496591册、读者流通人次达 14298663

人。读者以青年及中年为主，男性读

者占 54%，略高于女性读者的 46%。

同时，山西读者最爱看文学、艺术类

书籍。

此外，太原市图书馆推出“同城

共读”活动，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即

可实现线上阅读，并通过阅读竞答参

评“阅读之星”。

河 南

4 月 18 日，河南省 2019 全民阅读

工作会议在郑州河南省少年儿童图

书 馆 举 行 ，标 志 着 贯 穿 全 年 的 河 南

2019全民阅读活动同步拉开序幕。

河南省 2019 年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以“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河南”

为主题，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文

旅融合等主题，以河南省图书馆、河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中心，联动全

省各地市图书馆因地制宜，探索文旅

融 合 新 路 径 ，其 内 容 主 要 涵 盖 精 品

展、知识讲座、阅读推广活动等。系

列活动主要包括阅读品牌项目推广

与评选、“让经典走向大众——《中华

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推介全国行”、古

籍保护传承与展示项目、公共数字文

化进景区（试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优秀案例推广与评选、“阅读推广人”

培育行动、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与

志愿者团队培育评选、“老家河南”主

题微视频、地方志、家谱、征文征集以

及中原阅读榜榜荐书与评选、河南省

少年儿童阅读年等。

安 徽

4 月 18 日，第十届“省直机关读书

月”示范活动在合肥启动，省直机关

干部职工代表及群众代表 2500 人参

加活动，开展读书分享交流。安徽出

版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省

图书馆等相关单位在活动现场设点，

展开书刊阅读推介，服务读者。活动

中还开展了“绿书签行动”“移风易俗

我先行，全民阅读我带头”等宣传，以

及《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快闪表演。

4月19日，“书香安徽”全民阅读——

“我是阅读推广人”系列活动启动，安

徽多家出版单位的负责人、编辑代表

等走进歙县许村镇许村小学，向当地

留守儿童捐赠图书并展开阅读分享。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现场捐赠优秀少

儿读物465册。

湖 南

4 月 21 日，“2019，一起读书吧”湖

南图书馆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在长沙

启动。围绕“读书强国”“读书悦己”

“一起读吧”三大主题，丰富多彩的阅

读活动逐一展开，祖国在我心中——

百城共荐共读活动也同步启动，未来

一年，湖南图书馆将携手全省各级公

共图书馆，向社会共荐共读多部新中

国成立后创作的优秀作品。

此外，湖南图书馆还向社会发布

了《湖南图书馆 2018 年度阅读报告》，

用大数据揭示了当下社会的阅读生

态和未来的阅读趋势。

同日，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举

办了“书香湖南·共创共享儿童阅读

新时代”第 37 届湖南省少年儿童系列

读书活动成果展示暨第八届“三湘少

年儿童阅读之星”颁奖活动等系列读

书活动，除表彰 100 位“三湘少年儿童

阅读之星”外，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

馆 还 推 出 了“激 活 经 典 走 向 大 众 ”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 10 部

典籍推介图文展、“书中故事我来讲”

主题绘本讲读、“经典阅读大闯关”等

活动。

浙 江

4 月 21 日，第三季“我和我的祖

国 为地球朗读”24 小时全球接力公

益 朗 读 活 动 在 浙 江 杭 州 图 书 馆 启

动。活动同步发布了 2018 年度“中国

阅读”图书推荐榜。

据了 解 ，大 型 全 球 直 播 全 媒 体

互 动 活 动“ 为 地 球 朗 读 ”始 于 2017

年 ，于 每 年 世 界 地 球 日（4 月 22 日）

和 世 界 读 书 日（4 月 23 日）期 间 ，发

动全球万名读者连续 24 小时共读一

本 关 于 地 球 和 环 保 的 书 籍 ，将 科 普

宣 传 和 阅 读 紧 密 融 合 ，向 市 民 宣 传

阅读和环保理念。今年的朗读书目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 1987 年第八

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通过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关于人类未

来的报告。

活动期间，杭州图书馆主会场以

及“浙东唐诗之路”“钢铁驼队新丝

路”沿线上的多个分会场展开线上线

下 24 小时连续朗读，营造了全球万人

24小时共同朗读的盛况。

福 建

4 月 21 日，“读吧！福建”2019 年

世界读书日“品读经典 畅想美好生

活”系列活动启动。

在福建省图书馆活动现场，“读

吧！福建”第二届福建文学好书榜评

选 及 阅 读 推 广 颁 奖 典 礼 同 步 举 行 ，

《伦敦星光不散场》《回望故乡》《一城

百 味》等 20 部 作 品 获 评“ 推 荐 图 书

奖”，《水花园》《梦游的骑手》《万物春

生》等 10 部作品获“优秀图书奖”，南

平市图书馆、晋江市图书馆等 18 家单

位获“优秀组织奖”。

福建还举办《诗经精选四十首》

诵读精讲、“礼赞新中国·奋进新福

建”第十届省直机关读书活动等。此

外，福建省图书馆还联合福建省作协

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多项线上线下

阅读推广活动。

广 东

4月20日，“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暨

广东省 2019年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启动。

活动以“悦读·为祖国喝彩”为主

题，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

了“红色经典诵读”“我为祖国点赞”

“少年中国说·为祖国喝彩”等丰富多

彩的主题阅读活动。活动现场同步

举行了岭南文化系列图书推荐会暨

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化读本》新

书首发仪式，集中展示了广东在传承

和弘扬岭南文化方面的精品力作和

最新成果。活动当天还发布了《2018

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和 2018 年广东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参与采写：胡克非、陈璐、茅来

娣、洪伟成、侯文斌、杨渊、郭志清、张

莹莹、郜磊、张玲、骆蔓、黄国勇、谭

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