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文化 1212 2022年 4月 18日 星期一

春光里，菜地忙。匆忙吃过午饭，赵学成

忙 里 偷 闲 ，翻 看 起 一 本 蔬 菜 病 虫 害 防 治 的

书。“现在种蔬菜，技术是关键。”到农家书屋

阅读，或者借了书带回家看，已经成了赵学成

平日里的习惯。

今年 53 岁的赵学成，家住甘肃省榆中县

夏官营镇高墩营村。村里的农家书屋，是甘

肃省首批建设的农家书屋之一。“种十几亩蔬

菜，一年两茬，能挣 10 万元。”赵学成参加过

高考，如今是种菜的好手，“干一行爱一行，我

常去农家书屋看种植方面的书。”

“ 甘 肃 从 2005 年 开 始 试 点 建 设 农 家 书

屋，2012 年实现全省所有行政村全覆盖。”甘

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成勇介绍，截至目前，

全省共建成农家书屋 16321 个，出版物保有

量达 3100 万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 2.6 册，

每个农家书屋平均年借阅登记量 120 册次左

右，年总借阅登记量超过 200 万册次。

精准配置

农民“读得懂、用得上、留得住”

“2007 年，我们是全县第一个建农家书

屋的村子。”年逾古稀的高墩营村原村支书钱

其峰说。2018 年，高墩营村的农家书屋挂了

块新牌子——甘肃省图书馆流动图书站。“在

当时，这也是全省头一份。”钱其峰说，省图书

馆每年投放 6000 多册书，半年更新一次。

走进高墩营村的农家书屋，书架上分门

别类摆放着农业种植、特色养殖、世界名著、

法律知识等书籍。

“现在有 1.5 万余册书，可以来书屋读，也

可以登记后拿回家看。”管理员景正红拿出厚

厚一本借阅登记名册，“农业技术方面的书，

乡亲们最喜爱。”景正红说，村里以种植高原

夏菜为主，农闲时，大家会到书屋来选书看

书，琢磨种菜门道。

“书屋刚建起来时，书还不多。”赵学成坦

言，当时一些农业种植方面的读物，不仅技术

落伍，还不对口，“我们种麦子的人，去看种大

米的书，风马牛不相及嘛！”赵学成嘿嘿一笑。

针对这些问题，甘肃按照农民“读得懂、

用得上、留得住”的原则，根据各地自然环境、

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差异，将全省分为 7 个

区域，精准配置图书。

“变化特别大。”景正红说，书籍更新快、

更有针对性，关于本地农作物的书增加不少，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此外，政府还会组织农

技人员到农家书屋提供专业培训。乡亲们感

受到，村里的书屋，“农”味更浓了。

甘肃还将农家书屋和公共图书馆资源进

行整合，构建更深入的阅读网络。“过去，农家

书屋与图书馆，在选书、用书等方面相对独

立。”甘肃省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李旭红说，如今，在不少地方，只要办张图书

卡，就能“一卡通”。

“带上身份证，就能办读书卡。”赵学成

说：“图书馆借的书，只要还到村里的农家书

屋就行。”

“未来，还要打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

的区域限制，盘活和调配图书资源，使农家书

屋的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李旭红说。

上门送书

“马背上的书屋”打通最后一公里

农家书屋，建好更要用好，尤其要打通服

务“最后一公里”。

“这是你前几天打电话要的书，给你送来

了。”顾伟东将书递给村民顾正林，还不忘问：

“合适着吗？”

“合适得很！”顾正林满口应道，他借的是

一本讲养殖防疫技术的书，“养的羊数量翻了

一番，每年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不学习就没

技术嘛。”

顾伟东是西岭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农

家书屋管理员，为送这本书，他骑马走了将近

一小时。

西岭村位于祁连山北麓，是甘肃省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的一个纯牧业村。“全村

113 户，居住分散，大家到农家书屋借阅图书

的积极性不高。”顾伟东说，为此，村里创新管

理服务模式，成立了不定期上门送书的流动

书屋——“马背上的书屋”。

截至目前，“马背上的书屋”已向西岭村

农 牧 民 群 众 提 供 上 门 服 务 上 千 次 ，提 供 了

300 多次电话订阅服务。

“只有创新服务模式，才能真正做到全面

覆盖。”王成勇说，甘肃的有些村子，群众居住

分散，需要探索出农家书屋从单一、固定的场

所，变成更适合农村阅读需求的服务模式，

“因地制宜，才能调动群众阅读的积极性。”

农家书屋还必须考虑到农村儿童的阅读

需求。“儿童时期是阅读兴趣与习惯养成的最

佳时期。”李旭红说：“可以多聘请退休教师作

为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发挥其育人特长。”

“放学后，很多孩子都会来书屋上自习、

看书。”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什字坪

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倪海江退休前是小学教

师，“教了一辈子语文”。

“和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学生获取知识的

渠道较少，农家书屋是他们接触外界的重要

桥梁。”倪海江说，孩子们的父母多在外务工，

农家书屋往往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每

天都有约 20 个孩子来阅读。”村农家书屋现

有藏书 7000 多册，基本能满足大家的阅读需

求。不久前，什字坪村农家书屋获第九届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数字升级

提供便利服务，满足个性需求

2019 年 ，甘 肃 省 农 家 书 屋 数 字 化 平 台

——“百草园”客户端上线运行。“平台集政策

信息、农业知识、影视作品等于一体，内容丰

富，更新及时。”李旭红说，从纸质阅读到屏上

阅读，“百草园”让农家书屋走到了田间地头，

将“村村有书屋”变为“人人有书屋”。

“时代发展，农家书屋也要升级换代。”王

成勇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可突

破时空限制，将文化资源送到乡亲们手边。

“刚看不习惯，现在离不开。”赵学成说，能听

书、能听戏，“还能在手机上借阅，村里头存

取，方便得很。”

“现在人人有手机，电脑也普及，不少群

众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什字坪村党支部

书记王刚说，今年村里将投入 30 多万元，对

书屋改造升级，更换桌椅、升级网络，建设数

字书屋。

“数字化赋能农家书屋，可以整合海量资

源、提供便利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李旭

红说，通过省级平台可实时对用户阅读时段、

喜好等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

发新的资源和服务。

截至目前，甘肃有超过 100 万名农民通

过数字农家书屋阅读。不少农民用手机下载

戏曲节目，一边干活一边听。与实体书屋相

比，数字书屋拥有海量资源。甘肃数字农家

书屋阅读平台可提供图书 3.3 万余册、电子期

刊 600 种、音视频 1.9 万余部，并且同步课堂

7.7 万分钟，听书资源 28 万分钟，使用和浏览

次数达到 2500 万人次。

“从‘田间’到‘云端’，农家书屋正改变着

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王成勇说，教

育农民、服务农业，乡村阅读气氛越来越浓

厚，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为乡村振兴

汇聚了精神力量。

在甘肃，农家书屋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书屋里，“农”味浓
本报记者 王锦涛

■解码·书香中国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可以

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全民

阅读。”这是自 2014 年以来，“全民

阅读”连续第九年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中，彰显着全民阅读不断向纵

深发展。

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我们循着书香，走近今天的阅

读：从田间迈入云端，农家书屋离乡

亲们更近了；遍布社区街巷的公益

书房，让文化服务更普惠更精准；实

体书店转型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公

共文化空间；有声阅读从“听书”到

广播剧，刷新人们对“耳朵经济”的

想象……今起，本版推出“解码·书

香中国”系列报道，聚焦全民阅读推

广的地区经验、模式创新、业态转

型，品味充盈中华大地的墨韵书香。

——编 者

和煦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观照轩二楼的创作室。画

家们正全神贯注地描绘着眼前的瓷瓶。

观照轩，天津市级非遗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的传承

和保护单位，坐落在津南区八里台镇工业园区一处安静的角

落。传统瓷器在这里化身为文创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

石榴题材的陶瓷书签、叶嘉莹先生诗词杯、张伯礼艺术瓷

……观照轩深入挖掘天津元素，打造特色产品。陈氏制瓷（手

绘）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观照轩总经理赵彦菊说：“传承技

艺要推陈出新，借助非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观照轩的文创产品还走向了世界。由著名书画家霍春阳

绘画、观照轩出品的“荷花主人杯”，入选首届“天津礼物”；观

照轩特制的生肖瓷，远销七八个国家……

近期，天津工业大学与观照轩联合录制“一带一路”瓷器

课程，向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开放，推动这项非遗技艺

走向世界。

观照轩一楼的一间房间里，摆放着一些中小学生的手绘

瓷器作品。这间房间，还是津南区中小学生手工实践基地。

孩子们在这里动手做文创瓷器，感受这项非遗的魅力。观照

轩还把制瓷技艺带入学校、走进少年宫，并与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美术学院等高校联合成立实践教学基地，进一步推

广这项非遗技艺。

天津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

创作出新意,非遗展活力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靳 博

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

馆 4 月 16 日在西安正式建成，预期将于近日

开放。

陕西考古博物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南依

秦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设计。馆舍采

用唐代风格、园林化设计，与秦岭生态区融为

一体。该馆总体布局分为开放区和工作区，院

馆一体，包括考古博物馆、考古研究中心、科技

保护中心、综合管理中心和公众考古中心，全

方位推动考古学科转型，打通从考古发掘到保

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的学科全链条。

该馆室内展陈面积 5800 平方米，另有室

外展陈区域 1 万平方米，涉及项目 138 个、共

展出文物 4218 组 5215 件，其中 90%以上为首

次与公众见面。

该馆以“考古”为主题，将文物与出土背

景结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讲述属于考

古和考古人的故事，勾勒中国考古和陕西考

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融

并蓄的总体特征，使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

古，与社会共享遗产保护成果。

该馆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 华章陕西”

为主题，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

现”“文保科技”4 个篇章；临时展厅主要用于

展示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和专题研究成果。室

外有田野考古主题展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

陶瓷石刻文物展示区等。

全方位展示考古发掘、保护、研究

陕西考古博物馆建成
本报记者 张丹华

本报合肥 4月 17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记者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相关科研团队在新一代神威超级计

算机上首次实现了长达 7 天的全球 3 公里空间分辨率大气物

理—化学全耦合数值模拟试验，全面展现了新一代国产超级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用性，以及在其上构

建全球高分辨率大气模拟系统的重大应用前景。

该研究工作基于新一代国产神威超算平台，研发了包含大

气成分演变过程的全球高分辨率非静力平衡大气数值模式 iA⁃
MAS，在大规模数据读写速度、并行计算效率、规模可扩展性、

运行时效性等多个方面填补了国内外大气数值模拟的空白。

我科学家填补大气数值模拟空白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版式设计：张丹峰

本报广州 4月 17日电 （记者贺林平、姜晓丹）由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和广东省政府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

录片节日前在线上开幕。

本届纪录片节共征集到来自 125 个国家与地区的 3670 部

纪录片参评参展，征片数量刷新纪录。节展活动以线上形式

播出，包括开幕式、金红棉优秀纪录片分享会、“中国故事”国

际提案大会、行业论坛、影片展映等，支持观众在线观看。其

中，“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共征集到来自 35 个国家与地区

的 218 个方案申请。本届纪录片节还推出“广东故事”纪录短

片孵化项目，弘扬岭南文化。

“十三五”期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累计吸引了 1.4
万多部作品参评参展，2600 多家中外机构达成约 26 亿元意向

交易额。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线上开幕

本报银川 4月 17日电 （记者刘峰）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教育厅获悉：宁夏近日印发中小学各学科《课堂教学基本要

求》，规范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明确教师课堂教学实施

的具体步骤与基本要求，从教学准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

学评价 4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细则，旨在加快推进基础教

育质量提升行动，构建基于课程标准的备、教、学、评一体化的

教学格局。在教学准备方面，引导教师认真研读和领悟学科

课程标准，科学分析教法学法。在教学设计方面，引导教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科核心素养，丰富教学技术手

段。在教学实施方面，优化教学环节，恰当处理教学预设与教

学生成的关系，科学布置适量作业。在教学评价方面，引导教

师树立正确的评价理念。

宁夏改进中小学课堂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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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陕西考古博物馆内展出的西汉早期彩绘陶器（陶俑）。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②：陕西考古博物馆外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①①

②②

本报西宁 4月 17日电 （记者贾丰丰）青海近日印发《青

海省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扩大了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了对科研人员激励力

度，科研经费实现“放、管、服”有机结合。

《管理办法》将省级科研经费中的直接费用预算科目，从

原先的九大类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大类，并鼓励

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配备相对固定的

科研财务助理。在间接费用方面，500 万元以下的部分，比例

为不超过 30%，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 25%，

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为不超过 20%；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

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不超过 60%。针对科研

项目的聘用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劳务费的开支范围，

首次明确项目聘用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

青海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使用

本报拉萨 4月 17日电 （记者袁泉）记者从西藏全区文物

工作会上获悉：西藏自治区文物系统完成全区 135 处革命文

物收藏单位 1592 件（套）可移动文物的认定和建档；完成全区

424 座寺庙可移动文物登记建档，并对拉萨、日喀则、林芝等

地 32 处文物收藏单位 7414 件（套）文物进行了登记建档；各地

（市）完成 88 座寺庙 3777 件（套）文物的数据采集工作。

西藏核定公布 138 处革命文物（不可移动）名录，基本完

成挂牌立碑工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阿里分工委旧

址纪念馆、西藏工委旧址 1 号楼等纪念设施建成开馆。2021
年全区各类博物馆、陈列馆累计接待观众近 30 万人次。

西藏完成 1592 件（套）可移动文物认定建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