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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中国，见证时代进步的蓬勃力量

112个剧种118个剧目参演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7月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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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打开手机浏览新闻，午间

捧一本书静享阅读时光，睡前听一

节有声课……无处不在的阅读，已

融入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也成为“书

香中国”的生动注脚。

随着时代的进步，阅读正在成

为更多人的生命需求，成为全社会

的共同需要，成为文明传承的不竭

动力。

从书荒到书海

精神食粮愈加丰富

世界读书日来临前的周末，北

京朝阳公园内人头攒动，无数爱书

人从四面八方来赴“与书的约会”。

当天，2019 北京全民阅读暨第

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开幕。

92岁的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与大家分

享他的读书感受：“书是精神食粮，

要像吃饭一样坚持天天读书，否则

就‘饿得慌’。”

改革开放让物质富足起来的同

时，也丰富了“精神食粮”。据统计，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

1.5万种，如今每年出版图书约50万

种。“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见证了

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图书产品数量的大幅提升，是

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大变

化。”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说，图书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强，进

一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特别是近年来，图书品种结构

日益优化、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原创

精品不断涌现，推出一大批富有时

代精神、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

精品出版物。与此同时，实体书店纷

纷转型，迎来春天——

在黑龙江哈尔滨，百年老街上

的果戈里书店，用温暖的灯光、柔和

的音乐、经典的文学书籍为读者营

造了古典氛围浓厚的阅读世界；在

海南岛的凤凰九里书屋，“诗和远

方”在此相拥，山海间的人文关怀和

诗意之美让读者流连忘返……

全国各地的“最美书店”用“颜

值”和“内涵”打动了读者。“书店也

能作为城市的眼睛，带来温暖和光

明。”模范书局创始人姜寻说。

从倡导到践行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河南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的

校园阅读中心内，书声琅琅。这里是

孩子们放学后最爱去的地方。

这家于去年11月成立的阅读中

心，利用“前后两扇门”打通了校园

与社会的界线——一扇门通向校

园，对师生开放；另一扇门面向街

道，在课余、周末、节假日对社会

开放。

“希望通过丰富的阅读资源、多

彩的读书活动，让阅读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进而推动全民阅读。”建设

方大河书局董事长李建峰说，未来3

年，还将在河南省投资建设 1000家

校园阅读中心，让这一阅读工程在

中原大地开花结果。

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得益

于国家的政策支持。2012 年，“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

报告，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一项重要举措；2014 年至今，倡导

全民阅读已连续 6年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

山认为，阅读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提高

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阅读和每

一个人息息相关，政府当然重视。”

从大力倡导到积极践行，全民

阅读活动已在全国遍地生花。目前，

各省区市都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

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

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

“品牌活动是全民阅读植根社

会、服务民众的重要抓手。”中国全

民阅读媒体联盟秘书长李忠 5年来

带领“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走过河

北、山东、江苏、福建、河南、广东等

十余个省份 30 多座城市，行程 6万

多公里。

“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机关到

田间地头，我们感受到越来越热烈

的书香氛围；从校园到家庭，从莘莘

学子到白发长者，百姓的阅读热情

充分激发。”李忠认为，全民阅读正

走向日常化、精准化、专业化。

从数字化到智慧化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6 月 27 日，国内首个常态化空

中阅读服务“天际悦读”项目上线，

通过提供智能化阅读服务和沉浸式

阅读体验，打造“空中图书馆”。

掌阅创始人张凌云表示，为了

更好地推广全民阅读，近年来积极

探索推广阅读的新场景、新模式，在

图书馆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以及高

铁、餐厅等场所提供数字阅读服务，

“天际悦读”将让阅读的空间更加

广阔。

从铅与火、光与电到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

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

打开一本书，而是出现更多可能。

5G、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云计算等新技术纷纷亮相，宣告

“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

到来。

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

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

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

读体验。

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有

无数双渴望读书的眼睛。技术的发

展，也正在消弭城乡之间的阅读鸿

沟，让书香飘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58.7 万家农家书屋，让 11 亿册

图书走进农村，为农民解决了看书

难问题。如今，通过推进农家书屋

数字化建设，将以图文声像等更生

动的形式，使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广

大基层群众，补齐书香社会建设的

短板。

“农村阅读推广和普及，关系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美丽乡村的

‘成色’。”魏玉山说，更多优质阅读

资源涌向农村，将激发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

（新华社 史竞男）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郑
国
化
（
湖
南
）
摄

涉烟影视作品
不予评优，这个可以有
冯海宁

6 月 21 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召

开 2018 年度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镜

头监测结果发布会。电影《我不是药

神》《邪不压正》获“脏烟灰缸”奖。当

日控烟协会还建议主管部门和行业

协会对于有过多烟草镜头的影视剧

作品，取消其参与评优活动资格。

影视作品中出现烟草镜头，大概

是为营造某种氛围，表现某种情绪，

可这些镜头是否能用其他艺术手法

来取代呢？比如今年获“无烟影视奖”

的《悲伤逆流成河》等 4 部电影、《归

去来》等 20 部电视剧，从控烟角度来

说就很有示范意义。

评“脏烟灰缸”奖有倒逼价值，评

“无烟影视奖”亦有引导作用。中国控

烟协会于 2011 年起就设立了相关奖

项，且年年评奖，但影视剧“吸烟”现

象仍然存在。可见，还需采取进一步

措施。而此次该协会呼吁烟草镜头过

多影视剧应取消评优资格，就是个不

错的主意。影视剧导演、制片人等对

作品获奖一向很看重。如果主管部门

和行业协会采纳这一建议，将会影响

到导演、制片人、演员等的个人声誉

和利益，从而对其产生较大触动，进

而促使其主动屏蔽涉烟情节和镜头。

这样一来，不仅有助于控制吸烟人数

增长，也体现出相关评优活动在社会

责任方面的考量。

当然，取消评优资格的具体标准

是什么，还需中国控烟协会给出具体

建议。此外，影视作品正式播出前的

审查阶段，也应对烟草镜头进行限

制。同时，期待法律能为控烟事业提

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2014 年公布的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

规定，有关部门负责对电影、电视剧

及其他节目中的吸烟镜头进行监督

管理，违者最高罚款 3 万元。期待该

条例早日出台，让影视作品控烟工作

在层层倒逼下取得更好效果。

新华社南京 6 月 27 日电 (记
者刘巍巍)记者从 6 月 27 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戏

曲百戏(昆山)盛典将于 7 月 21 日

至 8 月 27 日 在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举

行,来自全国 20 个省区市的 112

个剧种、118 个剧目将在此间集

中献演。

以“汇中国百戏 展戏曲新颜”

为主题的百戏盛典,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昆山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旨在打造“戏曲

的盛会 百姓的节日”。

据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戏剧曲

艺处处长许浩军介绍,本届百戏盛

典将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12

个剧种、118 个剧目参演,大戏 14

台,折子戏组台 21 台。比较知名的

剧种有黄梅戏、川剧、秦腔、婺剧、

扬剧、长沙花鼓戏等,难得一见的剧

种有山西锣鼓杂戏、福建大腔戏、河

南太康道情、湖南常德花鼓戏、四川

安多藏戏等。

据悉，百戏盛典计划连续举办3

届,在 3 年内将全国 348 个戏曲剧

种的经典剧目(折子戏)集中到昆山

进行展演。

云南四季如春，盛产水果，梅子也

多有出产。梅子不仅可以直接入口，还

能做成特色美味。不久前的云南之旅，

我在大理就品尝了一道以梅子入馔的

风味名菜——雕梅扣肉。

那天游玩之后，我和当地朋友

走进大理古城内的一家餐馆，刚

一落座，朋友就向我隆重推荐了

雕梅扣肉。她说：“雕梅扣肉是大

理的一道名菜，被称为云南一绝，

不好好品尝一下就白来一趟大理

了。”朋友还向我介绍，雕梅既是

大理的一样美食，又是精心雕琢

的手工艺品。当地的白族女孩，大

都从小学做雕梅，这项手艺也成

为衡量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

标志。本对油腻的扣肉有点畏惧

的我，听了她的推介，竟也有了几

分期待。

等待上菜的时间里，朋友又说：

“可别小看这雕梅，那些技艺精湛

的雕梅工，雕刻出来的梅子花纹深

浅一致，去核后不残不破，外形完

整。”聊起有关雕梅的风俗来，朋友

的兴致更高了，她说：“这里的姑娘

在出嫁之前，呈献给婆家的见面礼

中就有一盘精心雕制的雕梅。新婚

之夜，新娘要摆果酒招待宾客，雕

梅的制作技艺、味道如何，便是人

们评头论足的话题呢！”

我听得痴迷，开口问道：“梅子

雕好了，就可以拿来做雕梅扣肉了

吗？”朋友摆摆手，向我娓娓道来：

“雕刻好的梅子轻轻压成菊花状、

锯齿形的梅饼，先放入清水盆中，

撒上少许食盐，除去过多的酸味，

再用蜂蜜、红糖或者玫瑰糖腌渍一

个月，然后舀出来，滤掉多余的汁

水，再一颗颗排列整齐码放进陶罐

里，逐层撒上白糖，继续腌渍一个

月左右，待颜色变成金黄、味道酸

甜适中时就做好了。”

闲谈间，雕梅扣肉端上了桌，先

是一股水果的甜香扑面而来，混合

着肉香，更是浓香扑鼻。定睛一看，

只见一只白净的大瓷碗内，躺着一

块油亮红润的扣肉，肉皮被切割成

数个方格块，便于入味儿，上面点

缀着白芝麻和一朵金黄的雕梅，周

围亦环绕着一圈雕梅，碗底则是琥

珀色的浓稠汤汁。那小巧精致的雕

梅，既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菊花，又

像一架架猎猎转动的小风车，极具

视觉冲击力，令人垂涎欲滴。

“来，趁热吃吧。”朋友招呼道。

我赶忙拿起筷子，夹起一坨扣肉送

入口中。或许是有了雕梅的调和，

扣肉的油份减少了，吃起来肥而不

腻、入口即化，又兼有梅子的酸甜

清新，口感令人惊艳，难怪雕梅扣

肉被誉为云南一绝，果真是名不虚

传啊！

我连吃了三坨扣肉，又夹了一

朵雕梅送进嘴里，只觉酸中有甜、

甜中带咸、咸中微辣，各种滋味次

第在舌尖绽放，让人欲罢不能。

我大快朵颐后，意犹未尽地向

餐厅老板讨教雕梅扣肉的做法。老

板笑着告诉我，雕梅扣肉的做法并

不复杂，关键是选材要好。把肥瘦

相间、层次分明的一块五花肉修成

正方形，焯水后捞起，接着入八成

热的油锅，用大火炸至金黄，捞出

改刀，从表皮向下切至四分之三

处，横竖改刀成方格子形状后放进

盘中，加入胡椒粉、葱、姜、酱油等

调料后再摆入雕梅，一起蒸四小时

即可。

在大理，我沐浴了洱海的凉爽

清风，见识了高耸的大理三塔，欣

赏了白族姑娘的歌舞，而风味独特

的雕梅扣肉可谓此行的点睛之笔，

令我回味良久。

大理美食雕梅扣肉
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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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6月27日
电（记者 刘翔霄）《山西省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

施方案》6 月 27 日正式对

外发布。今后，山西将重

点实施百年党史文物保

护展示工程、革命文物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革

命文物主题保护展示工

程、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

品工程、革命文物宣传传

播工程和国防教育示范展

示工程。

“山西将从史料研究、

重点片区、重大主题、展陈

提升、宣传传播、国防教育

等方面，全方位构建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体系。”山西

省文物局局长雷建国在当

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

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 2022 年，山西将

建成革命文物大数据库，

建设全省革命文物全景展

示平台，推进山西重点革

命文物密集区内的革命文

物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展

示利用水平明显提高。

实施方案明确了山西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

五项主要任务：一是摸清

资源底数，梳理各种遗址

遗迹、纪念设施、文物藏

品，同时征集相关史料和

口述资料；二是完善保护

措施，实施革命旧址维修保护行动计

划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三是扩

大开放范围，拓展利用途径，结合实

际辟为文化教育场所、打造旅游精品

线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四是挖掘

文化内涵，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五

是创新传播方式，从宣传对象、传播

手段入手，增强传播效果。

山西是革命老区，留有许多见证

历史的实物遗存。特别是中共中央北

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八路军三大主力

师和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

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遗存，有极

高的传承和教育价值。

为庆祝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年，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文联主办，

中国文联美术艺术

中心、内蒙古美术

家协会承办的“草

原四季 亮丽北疆”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日前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开幕，参展作

品充分反映出美术

家对草原的无限热

爱，彰显出草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展出

的 作 品 是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内蒙古

自 治 区 党 委 宣 传

部、内蒙古文联主

办的“中国美术家

草原四季采风写生

活动”的总结。该采

风写生活动先后特

邀国内 120 位知名

美术家，历经春夏

秋冬四季，用一年

时间赴内蒙古各地

采风写生创作，描

绘内蒙古的新时代、新气象、新

作为，共创作完成千余件写生作

品，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宗旨和自觉。

此次展览精选出 140 余幅

优秀作品展出，同时还出版发行

了《展览作品集》以及这次采风

写生活动的《报告文学》《纪实

摄影集》等相关书籍。据主办方

透露，此次展览结束后，参展作

品还将于 10 月 1 日在内蒙古美

术馆展出。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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