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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阳光穿过落地玻璃，位于辽

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的莫子山城市书房迎来

了第一批读者。刷脸识别、书架选书、桌前

坐定……书房内沙沙的翻书声，让市民郑

女 士 和 她 12 岁 的 儿 子 不 由 得 放 轻 了 脚

步。书房位于莫子山公园一隅，读者抬眼

便可欣赏窗外风景。

为建设书香沈阳、满足群众多样化的

文化需求，沈阳市自 2021 年启动城市书房

建设工作，目前已累计建成 500 平方米以

上的城市书房 26 座、100 平方米以上的城

市书屋 120 间。“相比传统阅读空间，城市

书房距离社区近、服务时间长、书籍内容

新。”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克斌说，“城市书房在智慧服务、

文化展示、公共活动等方面各具特色，正成

为市民享受文化生活的新选择。”

因地制宜，建设特色
城市书房

复古红砖，黑色格栅，绿树掩映中，一

栋二层建筑自成一道风景。进入其中，6
米多高挑空、200 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充盈

着纸张的墨香，高低错落的阶梯巧妙地将

空间分隔成阅读区、自习区、儿童区等多个

区域。

这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的陵东

书屋。很难想象，它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

锅炉房。2016 年实施热网改造后，锅炉被

拆除，只留下一根烟囱和一栋破旧的二层

楼。2021 年，沈阳市首批街路更新示范工

程实施，锅炉房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书屋，于

今年 4 月正式对外开放。

“街路更新时，皇姑区对锅炉房有多种

处置方案，最终充分考虑周边居民的文化

需求，选择了书屋这个方案，”沈阳市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公共文化处副处长朱明

海介绍，“陵东书屋藏书 2000 余册，与皇姑

区图书馆直线距离 3 公里多，建成后可满

足周边 2 万多人就近阅读的需求。”

废弃锅炉房的改造，并非个例。大东

区修缮、改造东贸库历史建筑群，打造了具

有历史韵味的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铁西区

利用闲置厂房，建成了具有工业风的红梅

文创园城市书房……

“‘变废为用’不仅提升了街路的文化

品质，也为市民增添了高品质公共文化空

间。”朱明海说，通过充分利用闲置楼宇厂

房、老旧历史建筑，因地制宜改造形成特色

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实现利用闲置资产与

增加公共文化空间的“双赢”。

据介绍，在城市书房建设过程中，沈阳

市充分考虑当地历史、工业、科技等特色元

素，聚焦新型文化空间发展需求，打造了一

批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主题城市书房、城

市书屋。

“一座有魅力的城市，应该是书香四溢

的城市。”刘克斌说，从 2021 年开始，《沈阳

市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建设方案》《沈阳市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印发，制定了使用

面积、藏书量、基本功能、特色功能等 19 项

建设标准，确保各书房、书屋建设质量。

优化服务，持续提升
阅读体验

在莫子山城市书房，跟随店长朱迪从

一楼漫步到三楼，阅读区、智能化多媒体

区、自习区及咖啡吧等功能区有序分布。

记者拿出身份证，在自助办证借还一体机

上按照提示进行注册后，即可实现借书、还

书全程自助服务。

“城市书房建设中，提前规划设计了自

助设备区域，通过投放电子阅读机、自助办

证借还一体机、自助图书杀菌机等设备，市

民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在书房内完成办证、

借阅等自助服务。”朱迪说。莫子山城市书

房不仅在服务台为读者准备了充电宝、针

线包、台灯等，还为特殊人群准备了老花

镜、轮椅等，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暖心

服务。

为了提升市民的阅读体验，各城市书

房、城市书屋不断完善功能定位、提升服务

品质。沈北新区北汤城市书房，市民可以

在“竹林里”“瀑布边”阅读；皇姑区知舍书

房，主体建筑由集装箱搭建而成，室内空间

设计巧妙而不局促……

书房“走近”群众，群众走进书房。“我

们积极推动城市书房纳入全市图书管理系

统，将市级图书管理系统与政务云平台联

通，通过数字化设备，实现‘一码入馆’‘一

码预约’等功能。”朱明海说，目前，沈阳全

市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已累计接待读者超

千万人次，最大日接待量达 1.4 万人次，单

日最高借阅数量达 3430 余册。

延长链条，拓展城市
书房功能

走进和平区老北市汉字主题书房，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书、编、册、典”4 个甲骨

文字装饰的影壁墙。移步换景，汉字演化

历史的具象化展现随处可见，扫码输入编

码，就能听到讲解。

“书房引进‘让你爱上中国字’国家艺

术 基 金 项 目 ，通 过 汉 字 研 读 引 领 文 化 阅

读。”和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韩

笑冰说，“书房每年开展不少于 60 场汉字

文化及读写研训等活动，读者在阅读之外，

还能参与写字、喝茶、赏艺、观展、品咖啡、

听讲座、看藏品等活动。”

为充分发挥城市书房的文化载体作

用，沈阳通过组织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拓展

创意文化体验活动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城

市书房功能，延长品牌服务链条。今年 4
月，《沈阳市阅读空间地图》正式发布，地图

精选了“书香乐活”“古城悦读”“阅享文化”

等 10 条不同“书香沈阳”阅读空间主题游

路线，为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更多元的文

旅产品。

“今年，辽宁省第十二届全民读书节就在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启动，我们通过文仓沙龙

等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城市书房、东贸库历史

建筑群、时代文仓城市公园的吸引力。”大东

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佟彦慧介绍。

或在繁华市井烟火中，或在葱郁公园

林水间，或在工业园区幽静处……一店一

景、别具一格的城市书房，正成为沈阳新的

文化风景。

图为读者在沈阳老北市汉字主题书房

学习弹奏古琴。

本报记者 胡婧怡摄

建成城市书房、城市书屋146个，接待读者超千万人次，辽宁沈阳——

特色书房，温润一座城
本报记者 郝迎灿 胡婧怡

废弃锅炉房改造为城市
书屋，老旧历史建筑变身特
色阅读空间……近年来，辽
宁省沈阳市在城市更新中，
因地制宜建设城市书房、城
市书屋。通过优化服务质
量、拓展活动场景，城市书房
不断融入公众生活，成为市
民享受文化生活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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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R

本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王珂）进入暑期和旅游旺季，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优化预约管理、强化弹性供给、推动产品

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实施错峰调控、规范市场秩序、严守安全底线、强

化宣传引导 8 个方面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优化预约措施，实施科学管理，不搞“一刀切”，实现原

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需求。要积极

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畅通预约渠道，简化预约程序，合理设置在线预约

时间，提高预约操作便捷性。

强化弹性供给方面，《通知》提出，引导旅游景区提前开园，延长开

放时间，符合条件的旅游景区要增加夜间游览项目，丰富游览内容，提

升景区容量。《通知》还要求引导旅游景区提升服务意识，不断增强人性

化服务理念，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畅通游客沟通渠道，及时妥善处理

游客投诉。加强区域统筹，整合区域旅游产品，增设旅游线路，实现区

域游客分流，缓解热门旅游景区的接待压力。

针对“黄牛”问题，《通知》部署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合公安、市

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牛”、第三方平台违规囤票、倒票等行为的

打击力度，同时完善旅游景区门票分销系统，有效防止“黄牛”挤占票源。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

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参观游览需求

盛夏时节，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持续热络。

7 月 23 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率

领 5 所大陆高校师生一行 37 人，圆满结束九天

八夜的访台行程，返回北京。25 日，来自台湾大

学管理学院的 38 名师生抵京，和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师生共同开启 2023 年“两岸菁英交流

营”活动。这是“两岸菁英交流营”活动因疫情

中断三年后首次恢复举办。

“两岸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双方的情感是

化不开的。相信无论是大陆高校师生访台活

动，还是本次‘两岸菁英交流营’，对于促进两岸

双向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副校长王

博教授在欢迎晚宴上致辞表示，交流营活动宛

若一座桥，让两岸师生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

这是一座友谊之桥，通过这里我们把友谊的种

子扎根两岸，让海峡两岸青年师生多交流，增进

互信互爱；这是一座合作之桥，通过这里我们开

展学术交流研讨，深入走访两地企业，进一步深

化合作，共同擘画美好未来。

7 月中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师生 37
人赴台北、高雄等地开展交流研习，实地参访多

家企业，围绕全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议

题，共同讨论永续管理理论与实务发展。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生肖博瀚在此行中结识了

很多台湾朋友，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他说，“在台

湾的 7 天时间里，台湾大学的同学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现在他们来到大陆，我们也要让他们感

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还要带他们去吃驴打滚、

重庆小面等特色美食。”

刚下飞机，来自台湾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梓

筠就从北京大学同学们手写的小卡片上感受到

了温暖与友谊，“志同道合的两岸青年学生在

14 天的旅程里同吃同住、共学共乐，彼此分享、

互相激励，是特别宝贵的机会。”她尤其期待这

次的企业参访行程，“希望能和大陆企业界的前

辈多交流，也希望能和大陆的同学们有更多互动。”

“这个活动从 2001 年就开始举办了，一代代青年学生为两岸交流

贡献了心力，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沿着前辈的路继续向前走。”第一次

来到北京的台湾大学学生陈昭安对这次交流营的行程非常期待，他说，

通过在台湾的相处，我们和北大的同学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青年学

生是两岸的未来，这种真实友善的交流对两岸青年未来的交流合作有

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两岸菁英交流营”自 2001 年首次举办，至今已开展 19
届。两岸师生通过互访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走访企业等活动，旨在加

强两岸青年交流。未来一周，两岸师生将在北京、成都开展参访学习，

感受中华文明和冬奥文化，体验自动驾驶技术与智慧交通体系的发展，

见证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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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学生到台湾参观大学、走访企业，台湾学生到大陆探秘古迹、

打卡美食——你来我往，常来常往，两岸青年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的

互访中，交流交往、交融交心，走近走亲、牵手连心。

青年，是两岸交流中最活跃的力量。从美食到娱乐，从实习到创

业，从历史到人生……两岸青年学生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有聊不完的

共同话题。越来越多让两岸青年“有感”的交流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彼

此心与心的距离。两岸青年在形式多样的交流中碰撞火花、共话梦想，

在互帮互助的合作中促进理解、共同成长。

两岸一家亲，未来在青年。两岸发展的未来属于青年，民族复兴的

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两岸青年是与这一伟大时代同向同行、共同

前进的一代，是民族复兴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两岸有志青年肩

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携手打拼、同路追梦，定能共谱青春交响、

共书时代华章！

走近走亲 牵手连心
程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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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蒋建科）北京时间 7 月 26 日 23 时，国

际期刊《细胞》在线发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领衔、中国农业科学院

和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完成的重大成果——“阐明水稻杂种

不育分子机理，破解水稻生殖隔离之谜”。该成果为利用亚种间杂种优

势培育高产品种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使我国有望育成超级杂交稻，

可以比现有杂交水稻增产 15%以上。

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是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水稻分籼稻

和粳稻两个亚种，如果籼稻和粳稻能育成超级杂交稻，据预测，可以比

现有杂交水稻增产 15%以上，因此如何利用亚种间的超强优势一直受

到关注。然而，籼稻和粳稻之间存在严重的生殖隔离，其杂交种常表现

出杂种不育现象，是阻碍杂种优势利用的最大障碍之一。

此次研究发现了一个控制水稻籼稻和粳稻杂种花粉不育的主效基

因，并阐明了其控制花粉育性的分子机理，为打破水稻籼粳生殖隔离，

克服杂种不育，利用籼粳杂种优势来培育超高产品种提供了重要基因

资源和理论基础，实现了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我科学家阐明水稻杂种不育分子机理

“音乐里的中国，好美！”让观众发出

感慨的，是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

出的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汲古》

《酒歌》《墨戏》《山水》等 9 部作品中，民族

乐器轮番登场，数字技术融合书法、国画

等元素，构筑多元交融的光影视觉效果，

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享受。

观众表示，《海上生民乐》颠覆了他们

对民乐演出的传统印象，民乐的更多可能

性被打开，民乐不仅是古老的，更是现代

的、世界的。

《海上生民乐》的创作和演出，是近年

来上海民族乐团持续进行民乐传承创新

的成果。今年 6 月，10 家优秀民族乐团亮

相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等主办的第十届

华乐论坛，上海民族乐团名列其中。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海上生民乐》

艺术总监罗小慈说：“民乐是中国人的音

乐母语，民乐表达情感的深度与广度，取

决于我们运用音乐语言的方式，很高兴

能够通过驻场演出与更多观众分享我们

对当代民乐的理解。”

在《墨戏》中，古筝演奏配合中国舞

的水袖身姿，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展现

书法艺术行云流水的音韵美、律动美和

线条美，让人沉浸在水墨世界中。多媒

体 画 面 选 自《兰 亭 集 序》，琴 音 流 转 ，笔

墨挥洒。

《山水》的背景画面取材自上海博物

馆藏品——元代画家钱选的《浮玉山居

图》。画卷缓缓展开，或山势峻峭，或云雾

缭绕，箜篌、阮、笙、筝等 7 种乐器悠然入

画，遨游于群山雾影之间，古意盎然，与观

众共赴山水之约。

乐曲《蜂飞》则融合了二胡、韶琴、阮、

笙与打击乐，5 名演奏家分别独奏，重奏

环节则将 5 种乐器声音融为一体，呈现野

蜂飞舞的效果。

有观众形容：“我听见了水的柔美、

火的热烈、山的灵秀、墨的洒脱、酒的狂

放……当代国乐的包容性之强，每次倾

听 内 心 深 处 的 民 族 自 豪 感 都 会 油 然 而

生。”对此，罗小慈说：“热爱、敬畏、守正、

创新，有这样的信念，民族音乐会更有长

久的生命力。”

自 2021 年 10 月首演以来，《海上生民

乐》已完成 3 轮驻演。首轮演出时，《海上

生民乐》与上海音乐厅户外墙体秀联动，

建筑、光影、国乐的现代化融合，让观众感

到惊喜。7 月 7 日至 8 月 5 日，《海上生民

乐》在上海音乐厅开启第四轮 30 场演出，

即将完成 100 场演出场次。

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乐》演出近百场

听！音乐里的中国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图片均为图片均为《《海上生民乐海上生民乐》》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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