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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图书应该摆放在哪儿
佘宗明

点亮世界遗产保护的华夏之光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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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串亮眼的数字——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已
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5项。其中，
文化遗产37项、自然遗产14项、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世界遗
产总数、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
均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世
界遗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就，世
界遗产国际合作领域获得新进
展。这些散布在华夏大地上的世
界遗产，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生
动见证，也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
芒。

◎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
立千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
机、打开AR地图，便能看到九色
鹿从壁画中“飞身而下”。这种利
用科技手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
道感知敦煌文化的做法，让游客
惊喜、兴奋。

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
星散在古老的大地上，37项享誉
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记载着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涉及考

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
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
河、遗产线路等多种类型，展示着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和一脉相承
的生态智慧。

对于文化根脉，保护永远是
第一位的。

长 城 保 护 工 程 、“ 平 安 故
宫”工程、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
程……一批高水平的保护、管
理、监测、展示项目实施，有效
改善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
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
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支持世
界文化遗产监测126个项目，共
计 6 亿元；《长城保护条例》《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百余部世界文化遗产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构筑
铜墙铁壁。

中外世界遗产进入教材、进
入课堂、进入亿万学生的课外活
动，成为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载
体。2019年，我国有 3.88 亿人次
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文化自信
的力量，在每一位中华儿女心中
升腾。

◎ 加强自然遗产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日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4周
年之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
护站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5只经
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喂养、救助的
藏羚羊被放归自然。

曾几何时，位于地球第三极
的这片广袤土地上，不法分子的
枪声不断，大批藏羚羊遭到猎杀。
多年来，在各方有力保护下，今天
的可可西里已连续11年实现“零
盗猎”，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至7
万只左右。

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嬗变，
是我国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这是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
有益探索——

通过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实施天然
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
等重点生态工程，森林、草原、湿
地等自然资源监督管理进一步加
强，遗产地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
断加大。

这是资源保护与民生发展相
结合的生动实践——

依托各地特色世界自然遗

产，通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
态补偿、生活补助、适度旅游等多
种方式惠及民众、改善民生，带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绿色发
展转型。

如今，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
已成为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窗
口。通过开展遗产宣传、科普教育
等活动，不仅激发了广大公众对
自然文化的探索热情，也促进了
全社会对祖国壮丽河山的了解热
爱。

◎ 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共创互尊互鉴未来

2014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
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
合提交“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
廊道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这次跨国申遗的成功，让世
界看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所持的认同、包容、开放、
协作的态度，也是世界遗产文化
精神的体现。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保护和传承好世界遗产是人
类共同的责任。

第四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
委员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

作举办中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
合作论坛，担任第44届世界遗产
委员会主席国……这些年，我国
积极承担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责
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
为世界遗产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贡
献者。

从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
复工程，到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
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复工程，再
到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
文化遗产遗迹修复工程，我国为
世界遗产抢救、保护作出了重要
贡献，将“中国经验”分享给国际
社会，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合
作的中坚力量。

7月16日，第44届世界遗产
大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
届大会将审议2020年和2021年
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还将
聚焦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各种风
险挑战，集思广益，提出应对未来
挑战、促进实现《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战略目标和世界
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共识
和新倡议。

秉持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
我国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各国
就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展深入合作
交流，共同为世界遗产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新华社王鹏施雨岑）

据媒体报道，早在 2017 年
年底，我国省地县三级公共图
书馆就设立了盲文及盲文有声
读物阅览室959个。但有些地方
图书馆的视障阅览服务区功能
齐全却闲置，馆藏千余册盲文
书几乎无人借阅，有的辅助阅
读设备还没用过就淘汰了。与
之相对的是，盲校所用的教辅
资料十分紧俏，特教师生长期
面临“等盲文教材来、缺盲文习
题练”的困境。

为视障者打开知识天窗，是
关爱残疾人群的必要之举，也是
公共文化服务普惠的题中应有
之义。就现实情况看，针对视障
群体的知识扫盲仍存在“欠账”，
阅读普及仍需要加强。正因如
此，“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残
疾人基本文化需求”早就被提上
了政策日程。而各地在公共图书
馆设置盲文阅览室，就是落实性

动作。这原本是惠民善举，体现
了对弱者的关怀，保障视障人员
的阅读权，也需要类似的公共服
务延伸拓展。

但建是为了用，不用就是
资源浪费。当下，一些地方盲文
阅览室遇冷、馆藏盲文书借阅
率几乎为零的尴尬局面，就给
许多公共图书馆和相关管理方
提了个醒：兴建盲人图书馆或
在图书馆设盲文阅览室，不应
是为了标准化建设，而应是为
了受众。这些图书馆不能只盲
目购入盲文书，却不注重跟视
障者阅读需求衔接。盲意味着
接受信息的视觉通道受阻，随
之而来的往往是社交隔绝。考
虑到这一点，图书馆方面要主
动跟视障群体接触，不能让自
己陷入另一种“盲”——只看到
那些指标，看不到视障者需求。

不去盲文阅览室、不借盲
文书，不等于许多视障者没有
阅读需求，他们的需求只是被
较高的获取门槛挡住了而已。
现实中，有些视障者都不知道
哪里有盲人图书馆或盲文阅览

室，即便知道了，去图书馆需要
下楼、上街、乘车、入馆，馆内盲
文阅览室开放时间、图书检索、
借还规则等也并不“友好”。主
客观条件制约之下，那些盲文
阅览室已不是视障群体阅读的
刚需场所。

相比之下，视障群体的高频
阅读需求场景，往往集中在家
里、盲校、盲人按摩店或“500米
生活圈”等熟悉区域内。但盲文
书却很难进入这些地方，这造成
供需在物理距离上的结构性不
对称。从报道中可知，有些盲校
所用的盲文书籍尤其是教辅资
料十分紧俏、很难获取。一边是
图书馆的盲文书“积灰”，一边是
盲校书籍奇缺，这显然需要盲文
书资源的合理调配。鉴于此，各
地相关部门不妨开展精准调研，
让服务与需求对接上，让很多盲
文书该下沉下沉，切实降低视障
群体获取盲文书的难度，提升

“适盲服务”精准度。
如今，已有部分图书馆尝

试让盲文书“流动”至盲人按摩
店、特殊教育学校图书室，还有

图书馆开展了“盲文读物寄/送
到家”服务。比起坐等视障者上
门，让盲文书处在最合适的地
方，显然是更可取的思路——
满足视障群体求知诉求，让他
们阅读方便起来，与其靠人的
走动，不如靠书的流动。视障者
的方便，比图书馆管理者的方
便更重要。

除了纸质书外，满足视障群
体阅读需求，还可以更多地将解
题思路瞄准电子化有声书籍和
音频内容。无论是AIoT（人工智
能+物联网）催生的 AI 虚拟助
理、人工智能音箱，还是指尖阅
读器类的智能手环，都可以为视
障人群所用。有条件的地方基层
单位可以将此类工具与内容的
供给作为文化惠民的一部分。

回到盲人图书馆、盲文阅
览室闲置问题上，这些针对视
障者的阅读场所，不能为设而
设，也不能只顾着购入盲文书，
而应秉持“视障者需求导向”，
让“无障碍阅读”轻易可及，让
视障群体在“想读就读”中产生
更多获得感。

“一枝香草出幽丛，双蝶飞
飞戏晚风。莫恨村居相识晚，知
名元向楚辞中。”每次读到这首
《题画薄荷扇》，我便会想起家乡
的一道消暑美食——薄荷糕。

我家乡的人喜种薄荷，凡是
有小院的人家，必定种上一片薄
荷。炎炎夏日，薄荷葱葱郁郁、青
翠欲滴，不但美化了小院，驱走
了蚊虫，还能制成薄荷茶和各种
美食，一举数得，因此薄荷深受
家乡人喜爱。

在众多薄荷美食中，我最情
有独钟的就是薄荷糕了。酷热难
当的夏天，来一片清凉的薄荷
糕，不但清新爽口、提神开胃，更
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理气解
郁的功效。

制作薄荷糕的关键是薄荷
汁。制作薄荷汁先要采集颜色碧
绿、叶片完整、有光泽、无破损、
无黄黑点的薄荷叶，洗净、晾干，
放入瓷钵中，用捣臼轻轻捣烂。
碧绿的汁液从叶片中被挤压出
来，一股薄荷特有的浓郁芬芳气
息弥漫开来，沁人心脾。现在的
人为了省事，也有用薄荷香精代
替薄荷汁的，虽然做出来的糕也
是绿莹莹的，可是吃到嘴里总觉
得缺少点什么。

薄荷汁制好后，静置一旁备
用，将糯米、粳米掺和并淘洗干
净，在水中浸泡至米粒儿发酥、
用手指能捻碎时，捞出沥水，再
上磨磨成细粉，盛入大瓷盆中，
倒入凉水。此时就可根据个人喜
好加入适量的白砂糖或碎冰糖、
蜂蜜调味，再加入薄荷汁，以长
柄勺或筷子搅拌均匀，上锅蒸
熟。讲究一点的，还可以用木模
子把米粉制成一块块大小一致、
表面带有花纹的生糕坯子，这样
蒸出来的薄荷糕精致、好看。

记得小时候，奶奶每次蒸薄
荷糕，我都会在厨房里转来转
去，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老
想揭开锅盖瞧瞧糕蒸熟了没有。
奶奶总是一遍遍拨开我的小手
说：“糯米粉不容易蒸熟，要多蒸
一会儿，不然吃了胀肚子。”奶奶
有一个木模子，上面雕刻着团
花、月牙和“福”字交织而成的图
案，非常漂亮，是奶奶的婆婆传
给她的。每次蒸薄荷糕，奶奶都
要用它。我最爱看奶奶把米粉填
进木模子里，用手抹平，使劲儿
压按几下，再把木模子翻过来，
轻轻一磕，一块生糕坯子便有模
有样地立在白纱布上了。

糕熟、起锅是我最开心的时
候。锅盖一揭，热气扑面而来，随
之而来的是浓浓的薄荷香，沁人
心脾，细细闻来，薄荷香气中还
夹着丝丝缕缕的糯米香。那绿莹
莹的薄荷糕色泽淡雅，仿佛碧玉
雕成的一般，轻咬一口，沁凉的
感觉从舌尖上弥漫开来，细腻的
米粉，淡淡的甜味，怡人的芳香，
绵长的回味，好吃得叫人停不
下来。

更妙的是，吃完薄荷糕，口
气清新，好像刷过牙一样。

儿时的我不爱睡午觉，奶
奶就用“蒸薄荷糕给你吃”来诱
惑我睡午觉，屡试不爽。夏日午
后，从睡梦中醒来，窗外蝉鸣声
声，绿荫铺地，奶奶笑吟吟地端
来一碟薄荷糕，睡眼惺忪的我
顿时来了精神，伸手就拿起一
块送到嘴边……

又是一年盛夏时，小小薄荷
糕，承载着多少美好的记忆，怎
不令我念念不忘！

新华社济南7月17
日电（记者 萧海川 史竞
男）一边是一台黑黢黢的
机器，摇动曲柄依然咯哒
作响；一边是老者熟稔地
敷墨、铺纸、拓印，一张铅
字版的《兰亭集序》就此
诞生……

这是由中国印刷博
物馆带来的“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出版
印刷文化展”一角。在近
日开幕的第30届全国图
书交易博览会上，这里俨
然成为书博会的“网红打
卡地”，每天一开馆都吸
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
此驻足。

据布展人员介绍，这
台机器是一台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铸字机。拓印
《兰亭集序》所用铅字，就
来自这台机器。铸字机看
上去虽不起眼，造型还有
些怪异，但曾是印刷业必
不可少的帮手。直至王选
院士发明汉字激光照排
技术，汉字印刷告别铅与
火、拥抱光与电后，这位

好帮手才得以退休。
该展览还展出了近100组的照

片、图片与实物，展陈内容都指向
了展览的主题“印本传思想 红色耀
中华”。展览用史料和文物还原历
史，概括、凝练地展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印刷业的百年发展历程。

展品包括1948年由华东新华书
店出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审定的中
学课本及青年自学读物，1949年由华
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新闻工作文献》，
1980年第一届书博会（全国书市）宣
传印刷品与书签，1988年高考试卷及
解答纸型版等，这些展陈仿佛用印刷
凝固了时光。

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组织的“绿
色创意印刷展区”，则呈现印刷技术
的未来。30余家业内知名企业参展，
并特别开辟了“献礼建党100周年新
华印刷主题展”和“儿童读物印制创
新专题展”两个重点展示板块。展出
的精品图书、大型画册、立体书等图
书产品代表了我国书刊印制的一流
水平，数码印刷设备、绿色原辅材料
等设备器材产品体现了印刷业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成果。

两场别开生面的印刷展，与琳琅
满目、蔚为大观的书展盛会相得益
彰，为第30届书博会生发出不一样
的书香气息。

新华社福州 7 月 18 日电
（记者 褚萌萌 赵雪彤）第44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福州宣
言》，重申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展
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以及携
手努力、共同行动来应对气候
变化的必要性。记者18日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视频方式召
开的世遗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这一消息。
据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主任、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主席田学军介绍，《福州宣
言》指出，世界遗产作为文化
瑰宝和自然珍宝，为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世界和平与可持续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强调妥善

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
保护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
的责任。

《福州宣言》呼吁，在多边
主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
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支持，加强世界遗产教育、知识
分享和新技术的使用。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田学军指出，《福州
宣言》希望以《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为契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希望留给
后代一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
调适、可持续、有韧性和清洁美
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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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届世遗大会通过《福州宣言》重申国际合作对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乘乘凉凉 陈仕川陈仕川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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