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王斌 策划：周涵维 新闻热线：01084395102 E-mail：shwh2224@163.com 5

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 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

文化视点

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2 日在成都举
行。本届非遗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
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成都市人民
政府、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承办。

本届非遗节内容丰富，包括主场活动
74 场、四川 10 个市（州）主题分会场和成
都 18 个区（市）县主题分会场及配套活动
449场。 本报记者 周涵维

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将在10月举行

□□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文/图

甘肃是最早实施农家书屋工程
建设试点的省份之一，2005年，全国
第一家农家书屋在甘肃省挂牌。十
几年来，农家书屋在全国遍地开花，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建成农家书屋
58.7万家，覆盖了我国有基本条件的
行政村，累计配送图书达11.6亿册。

10多年过去了，如今，首批挂牌
的农家书屋怎么样了？记者带着疑
问，走进了黄土高原上的一个个乡
村小书屋。

少儿类图书配比大幅提升

“平时来看书的人多吗？哪些
人最喜欢来这里看书？”在兰州市榆
中县三角城镇高墩营村记者问书屋
管理员景正红，“每天大概有十几个
人过来借阅图书，孩子们来得多，其
中有一个叫王欢的女孩子最爱看
书，她今年刚考上甘肃中医药大
学。”“她喜欢看什么书？”听记者问
起，景正红给拿来了厚厚一摞借阅
登记本，在翻看中记者发现，她借阅
的最早一条记录是：2008 年 8 月 11
日，《西游记》。那时她才 8 岁。十
多年间，这个小小的书屋成为一个
孩子常来光顾的地方。

“还有钱子岑、钱学峰也都喜欢
来这里看书，今年也都考上了大学，
今年村里 15 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记者看到这些孩子借阅的书有《自
然科学之谜大破解》《忏悔录》等等。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董伊
薇曾说：“全国有 58.7 万家农家书
屋，即便一家书屋一天只有一个小

孩看书，每天就有 58.7 万名乡村孩
子从中受益，而孩子的有益阅读可
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据报道数据显示，农家书屋的
配书总量中，少儿类图书占比从
2008 年 的 10.2% ，到 2015 年 的
32.3%，再到今年的 41%，可以说少
儿类图书数量一直是稳步提升。

在陇西县权家湾镇权家湾村农

家书屋里，记者看到，全书屋 6万多
册图书中，少儿类、中小学教辅类图
书达到了4万多册，占比超过了2/3。
书屋管理员告诉记者，因为书屋街
对面就是镇中学和小学，学生是书
屋的主要阅读群体。

扩大“朋友圈”合力建书屋

“刚开始时书屋只有 700 多本

书，如今有 1.5 万册图书，每年省图
书馆还流动 4000册图书到村里，还
与县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景正
红告诉记者。

在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昌谷村，
村党支部书记王章宏也说，县图书馆
每 3个月会为书屋更新图书。在采
访定西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时，记者得
知，定西市已经将农家书屋纳入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制改革，让县区公共
图书馆在县区设立总馆、在乡镇文化
站设立分馆、在村级农家书屋设立服
务点，探索农家书屋管理新路子。

除了与各级公共图书馆建立合
作，甘肃省农家书屋还探索与各种
社会力量联动。比如在农村幼儿园
建立“小书架”。2019 年，甘肃省将
投入资金 576 万元，在全省所有农
村幼儿园新建“小书架”，并配备100
册优质幼儿读物，所配图书作为幼
儿园所在村农家书屋资产，日常管
理工作由幼儿园负责。

从提供图书到多元服务

在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什字
坪村农家书屋，记者正在采访，小女
孩鲜妍蹦蹦跳跳地就进来了，76 岁
的管理员爷爷李华忠告诉记者，她
就住在附近，平时爱来书屋玩、写作
业。除了照看孩子们写作业，李爷
爷说，他这里就是一个综合活动基
地，有时搞培训、有时举行文化活
动，平时还给贫困户理发。

在张掖市甘浚镇速展村农家书
屋，村小学老师杨涛告诉记者，每周
一到周五放学后，这里就成了第二
课堂，村小学老师轮流到书屋值班，
指导孩子阅读图书、写作业等。高
墩营村农家书屋不仅是农民下地之
余读书活动的主要场所，孩子们读
书学习的第二课堂，更是秦腔爱好
者弹琴拉二胡的活动室。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农家书屋
正通过与基层党建、农技培训、文娱
休闲整合，功能更多元化，对群众的
吸引力更强。

近日，记者参加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组织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农家书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走
进甘肃农村，感受并见证了农家书屋发源地推进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的新实践、新气象——

首批挂牌的农家书屋，你好吗？

□□ 王世友 范培倩
本报记者 程天赐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9 月 12 日晚，“我的祖国”乔羽作品济
宁任城演唱会在乔羽的家乡——山东
省济宁市任城区隆重举行。蒋大为、
佟铁鑫等当代知名歌唱家倾情献唱，
与现场群众一起为伟大祖国喝彩，为
任城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

演唱会在歌曲《我的祖国》中拉开
帷幕。《我的祖国》《祖国颂》《爱我中
华》《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
光》《千年孔子》《心中的玫瑰》《思念》

《牡丹之歌》《汾河流水哗啦啦》《世界
需要热心肠》《夕阳红》《难忘今宵》等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带领大家再
次走进那心潮澎湃、激情燃烧的岁月，

点燃人们心中对祖国、对家乡和亲人
最美好真挚的情感。

济宁素有“孔孟之乡，运河之都，
文化济宁”之美誉。任城是济宁中心
城区，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唐开元二十三年，36岁的李白偕
妻女来到任城，在此定居 23 年之久，
经典词作《任城县令厅壁记》等流传至
今。元代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开凿通航
以后，济宁“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元
明清三代，河道总督衙门均设在济宁
任城。儒家文化、运河文化、始祖文
化、民俗文化，在这里开枝散叶、交相
辉映，成为任城靓丽的文化名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任城与时代同
步、与祖国同行，接续奋斗，奏响了开拓
创新、艰苦创业、气势磅礴的时代强
音。近年来，任城区成功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健康中国示
范区和省级文明区。2018年，任城区
成功跨入“综合实力、投资潜力、科技
创新、新型城镇化”四个全国百强区。
今天的任城大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勤劳勇敢的
任城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正沿着高质
量发展道路阔步前进。

月是故乡明，乡音最可亲。乔羽
出生在济宁任城，是一位德艺双馨、享
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家，中国词坛泰
斗。他一生勤于创作，写下歌词上千
首，许多歌曲久唱不衰，对新中国几代
人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他
的作品立意高远、语言朴实、旋律优
美、感情真挚。“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正是乔羽先生对美丽家

乡的深情眷恋，更抒发着亿万人民爱
党、爱国、爱家乡的共同心声。乔羽先
生的作品，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

神风貌，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
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大潮中，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喝彩新时代，共祝祖国好——

群星共聚乔羽家乡唱响“我的祖国”

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现场。。 程天赐程天赐 摄摄

安徽界首
读书会品读经典聚人心促发展

9 月 8 日上午，安徽省界首市界首读书会举行经典赏析特别
策划活动，邀请知名学者王立群教授围绕《历史从未走远》等做
专题讲座。

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的王立群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誉为“百
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此次讲座，王立群结合《史记》等经典著
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400余名听众阐述了什么是经典、如
何阅读经典以及如何以史明智理、鉴古今，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
动交流。

据悉，此次活动系界首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和文化旅游体育局
主办的读书会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品读经典，凝聚人心、鼓舞
斗志，推动界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徐风光 王雨 刘文琴

四川南部
举办微电影节

9月 12日，四川省南部县第四届微电影节在玉镇乡正觉寺村
开幕，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吸引了不少人。本届电影节活动内容
包括“我和祖国共成长”南部县第四届微电影大赛、诗歌散文创作
比赛、“在希望的田野上”民俗表演、南充市武术名人精英赛、根雕
艺术作品展、民间小吃及土特产展卖。

其中，微电影大赛要求以微电影拍摄方式，多角度展示新中国
成立 70年来南部县的发展历程、成就、经验和南部县人民的逐梦
奋斗故事。作品内容仅限于记录、反映南部县域内的故事，作品镜
头必须有南部县域内的景观及元素。

本届微电影节将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3 个奖项。摄影及诗歌散文创作比赛将各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名，优秀奖不分类，共设 5名。 张枥 白刚

广西西林
文化科技扶贫促群众强素质增本领

近年来，广西百色市西林县积极开展送文化科技下乡，助力精
准扶贫脱贫攻坚。该县紧紧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农民，充
分发挥农家书屋、文化大院、科普长廊、农民夜校等平台和资源的
作用，为乡亲们举办致富技能培训和文明讲堂，提升群众综合素
质，受到群众欢迎。

西林县积极组织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办、科技服务中心、科
协等有关部门专家和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科技特派员、农村
科普带头人、种养大户等，利用农闲时间深入村屯、田间地头传
授科技知识。培训内容有砂糖橘、油茶、茶叶、铁皮石斛等种植
技术，麻鸭、蜜蜂等养殖技术以及经营管理知识，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学到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本领。目前，该县已组织开展各类科技培训 598 期次，培训群众
1.5万人次。 韦素雪

剧作家高满堂新作《老酒馆》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著名剧作家高满堂新作《老酒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老酒馆》这部作品讲述了上个世纪初闯关东来的山东人陈怀

海，历经磨难，最后落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开酒馆谋生计，并
利用老酒馆结交抗日志士、传播爱国思想、与殖民者斗争的故事。

它以一个小小的酒馆为舞台，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
上演了一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奇大戏。

高满堂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着力塑造人物，精心锤炼
台词。他说：“一部剧，台词是半壁江山。台词应该个性鲜明，
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充满真情实感，还要有听觉上的魅力。
一句话，浸心入骨，听而难忘。《老酒馆》的台词经过了精心锤炼，
不仅是陈怀海，其他人物也都力求准确生动。再加上一众优秀
演员的再创作，我敢说这部剧一定是一场台词的盛宴。”

商晓艺

高墩营村村民忙完农活到书屋歇歇脚、看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