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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培

育阅读“引力场”，因地制宜结合特

色打造阅读新场景，通过数字化等

手段不断优化阅读体验……今年

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记

者近日在浙江、北京、四川、西藏等

地走访发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

项举措，从形式到内容推动全民阅

读不断深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热爱

阅读的氛围，让热爱阅读的人群更

加愉悦地享受到读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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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1版）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

面，对未在用工单位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的人员不设户籍限制，可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目前，户籍人口参

保覆盖率达 98.2%。先后出台《酒泉市激励

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若干措施》等，实现

非城镇户籍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受

同等住房保障待遇，落实补贴资金 3065.3

万元，为购房农民安排公益性岗位458个。

酒泉市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扎实开展

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服务，通过“岗位+培

训+就业”的订单培训模式，促进农村富余

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全力推进省内东

西部地区劳务协作，与陇南市、临夏州等

地建立一对一定点对口协作关系，累计为

酒泉经开区和金塔、玉门及瓜州化工园区

解决用工 1.2 万余人。在全省率先开发

“码上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个人注册

48 万人，精准匹配就业 5211 人。

打造产城融合助推器

2023 年 ，酒 泉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908.7 亿元，同比增长 8.9%。近年来，酒泉

市积极融入全省“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

局，扎实推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规划部署

落实。与省发展改革委签署《支持酒泉市

建设全省区域中心城市并率先发展框架协

议》，围绕“六区六中心”建设任务，不断提

升经济综合实力和区域辐射带动功能。与

嘉峪关市建立“两市三企一院”联席会议制

度，推动更多领域便民政务事项跨域通办，

实行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审批结果互

认，139项便民服务事项实现“酒嘉通办”。

城市道路四通八达，畅通能力不断提

升。近年来，酒泉市倾力打造美丽宜居城市，

累计改造棚户区、老旧小区 3035户，安装电

动汽车充电桩60座898台，加装电梯80部，

建成停车场1775处、车位14.52万个。

酒泉市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引

领，积极落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目前，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达 92%以 上 ，城 市 污 泥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100%。建成肃州区体育小游园、敦煌市

长 城 加 油 站 街 头 花 园 等 11 个“ 口 袋 公

园”，建成区绿地率达 36.71%。全力推动

节能减排工程，酒泉城区实现热电联供全

覆盖，玉门、瓜州、肃北供热燃煤锅炉超低

排放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全市清洁供暖面

积达 78%，年节约标准煤 7.5 万吨。

下好文旅融合“一盘棋”

2023 年，敦煌市旅游演艺产业出现

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乐动敦煌》《千手

千眼》等剧目累计演出 2000 场次，接待游

客 114 万 人 次 ，推 动 全 市 旅 游 业 持 续 出

圈，全年接待游客 4607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388 亿元。

近年来，酒泉市围绕敦煌市国家级新

型城镇化试点，以文旅赋能、城市服务为

重点，积极打好城乡发展“一体牌”和特色

旅游“引领牌”。制定《大敦煌文化旅游经

济圈发展规划（2019—2030 年）》及《推动

全 市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方

案》，发起并成功举办首届“四省十二城”

区域文旅联盟大会，初步形成以敦煌为核

心的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格局。

酒泉市深度挖掘县域文化旅游资源，

加快推进肃州区花城湖—六分湿地、金塔胡

杨林·四湖等景区建设，莫高窟数字中心二

期、玉门关遗址保护利用、悬泉置遗址保护

利用等 50个项目进展顺利。成功举办第六

届敦煌文博会等 50多场节会活动，鸣沙山·

月牙泉景区“万人星空演唱会”吸引众多游

客参与，甘肃文旅网红创意大会累计播放

量、阅读量超 10亿次，敦煌市成功入列首批

国家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城市。

建设美丽家园 共享美好生活 眼 下 正 是 陇 中 地 区 根 类 药

材种植黄金期。在漳县四族镇

的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

忙着施肥、耕地、铺膜、栽苗，处

处一片繁忙景象。

同样忙碌的，还有定西市卫

生健康委的驻村帮扶队员们。

“ 赵 大 哥 ，你 的 这 些 党 参 苗

选得不错。选地时要注意选择

前茬为豆类、薯类、油菜等作物，

土壤中性偏酸、排水良好的坡地

进行种植；基肥以有机肥和无机

肥混合使用为好，以施用三元复

合 肥 50 千 克/亩 搭 配 8 袋/亩 有

机肥较为适宜。”定西市卫生健

康委驻村帮扶队员朱顺安每天

穿梭于田间，向种植户科普地块

与种苗选择、科学施肥、病虫害

防治等规范化栽培技术。

四 族 镇 气 候 湿 润 阴 凉 ，土

层深厚肥沃，非常适合党参、当

归 等 药 材 的 生 长 。 为 此 ，定 西

市卫生健康委驻村帮扶队协助

村“两委”科学谋划，精准施策，

制定了详细的 2024 年帮扶工作

计划，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不断

调 整 和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采 用 种

植 合 作 社 引 进 、标 准 化 种 植 技

术利用、耕作机械改善等方式，

充分发挥“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 式 优 势 ，推 动 中 药 材 产 业 高

质量发展。

同时，定西市卫生健康委驻

村帮扶队以“新、奇、特”的发展思

路，在丰富药材资源方面狠下功

夫，协同相关科研单位，共建野生

淫羊藿驯化、党参新型肥料试验、

当归抑制抽薹以及药用艾草、金

丝皇菊、紫花丹参、葛根、川芎、羌

活等新型品种试验基地，不断丰

富药材资源，助力四族镇药材产

业发展。 （宋亚萍）

定西市卫生健康委驻村帮扶队助力四族镇中药材产业发展

4 月 18 日，随着瑞丽站桩基

施工全部完成，由云桂铁路云南

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中铁十八局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建大理

至瑞丽铁路保山至瑞丽段站房

工程正式进入施工新阶段。

大 瑞 铁 路 是 我 国 西 南 进 出

境通道之一的中缅国际铁路通

道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正 线 全 长

近 330 公里。新建大理至瑞丽铁

路保山至瑞丽段站房工程起点

位于保山市，终点位于瑞丽市，

正线长 196.4 公里。站房项目总

投资约 7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 蒲 缥 站 、惠 通 站 、龙 陵 站 等 7

座车站站房工程以及生产生活

房屋等附属建筑物。其中，瑞丽

站 站 房 及 相 关 工 程 建 筑 面 积

9957.63平方米，屋盖结构采用异

形钢结构网架，工艺复杂，拼装

精度要求严，过程控制难度大，

高空作业风险高，是该项目的控

制性工程。

“瑞丽站是项目首批开工的

作业点，也是全线比较有特色的

站房。为加快施工进度，我们陆

续安排 135 名施工人员进场，投

入 各 类 施 工 机 械 设 备 12 台 套 ，

力争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站房

地表以下的基础施工。”该项目

负责人闫文朋介绍。目前，瑞丽

站房桩基施工已全部完成，基坑

开 挖 完 成 95 个 ，消 防 水 池 及 泵

房深基坑开挖至底下 8.1 米且已

完成挂网喷砼，开始承台及筏板

基础砖胎模砌筑，生产生活附属

房 屋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324 根 桩

基 。 预 计 6 月 进 入 站 房 主 体 施

工阶段。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将改变

瑞丽、芒市等沿线地区铁路交通

状况，提高城市形象品位，营造

高标准的商贸、物流、旅游等城

市窗口环境，提高周边人气，助

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曾海波 赵豪放）

中铁十八局承建大瑞铁路保山至瑞丽段站房项目瑞丽站完成桩基施工

丰富活动培育“引力场”

4 月 21 日 晚 ，浙 江 杭 州 春 雨 淅 沥 。

位于杨柳郡小区的纯真年代书吧透出温

暖灯光，一场主题为“《人间词话》‘境界’

说之‘造境’与‘写境’”的讲座吸引不少

听众到场聆听。

在讲座中，文化学者曹文彪深入浅出

地解析王国维对“境界”的独特理解。“讲

座非常好，曹老师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部

经典作品，回去后我再仔细阅读品味。”从

浙江金华特地赶来的听众张标莲说。

“作为一家小区里的书吧，除了书店功

能，我们更多想为附近居民提供一个共享

文化空间。”纯真年代主理人朱锦绣说，在属

地彭埠街道文化站的支持下，相关活动贯

穿全年，引导更多人培养热爱阅读的习惯。

在雪域高原，咖啡厅、茶饮店林立的西

藏拉萨藏大中路，开设了当地首个城市文

化驿站“hima hima 隙马画廊”。除阅读

外，市民在此还能参加文化沙龙、观看展览。

作为拉萨市首届图书展会分会场，日

前这里开展了一场艺术书装帧工作坊活

动，一群青年动手体验书籍装帧的乐趣。

依托城市书房和城市文化驿站，今年全年

拉萨预计开展不少于60场公共文化活动。

因地制宜开拓新场景

中午一点，走进位于四川成都青羊

区光华街道的益民菜市（家园店），几名

摊主正在“菜市书屋”里看书聊天。书屋

内书籍种类丰富、摆放有序，环境整洁温

馨，10 余平方米的空间内，书香味和菜市

场的烟火气交织汇聚。

“这间‘菜市书屋’从去年 10 月开始

运营，读者大部分是菜市经营户及其子

女，以及附近来买菜的居民。”益民菜市

（家园店）店长苟明朝说，这里的书籍大

多是健康知识、家庭菜谱、育儿手册等实

用类书籍，更有针对性地满足附近居民

和经营户的阅读需求。

据 了 解 ，按 照“ 市 级 规 划 ＋ 属 地 统

筹＋市场运营＋志愿服务”多元共治模

式 ，目 前 成 都 市 创 新 打 造 并 开 放 47 家

“菜市书屋”，为市民提供邻里交流、亲子

阅读、休憩放松的公共惠民空间。

四 月 的 北 京 ，繁 花 似 锦 。 地 安 门

十 字 路 口 南 侧 ，一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建 筑

静静矗立，写有“中国书店”的牌匾在蓝

绿 色 调 门 梁 彩 绘 的 映 衬 下 ，显 得 庄 重

古朴。

提升服务让阅读不受限

走进四川省图书馆二楼大厅，西侧的

智慧阅读空间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这里集

合了多种智慧阅读设备，包括搭载在线书

城系统的墨水屏阅读器、“瀑布流电子借阅

系统”、智能棋艺桌和数字书法机等。自

2022年 1月对外开放服务以来，截至 2023

年底这里已累计服务读者约119万人次。

该馆还通过数字化建设不断简化借

阅流程，目前不仅支持使用身份证、社保

卡等实体卡借阅，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推

出电子借阅卡，读者只需将书放置在自

助借还书机的图书感应区，就能批量识

别和借还。市民王女士用手机扫码一次

性归还了 6 本童书，“批量借还功能节约

了很多时间，相比实体卡我更常用电子

卡，有时没带身份证也不担心。”

此外，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也正稳

步推进，该馆 15 台自助借还书机中，有 2

台专门提供通借通还服务，读者凭身份

证或社保卡即可享受成渝两地图书馆资

源一站式检索、文献传递、图书通借通还

等智慧化服务。据介绍，目前四川 73 家

公共图书馆与重庆 42 家公共图书馆已

实现图书通借通还。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丰富内容丰富内容 创新场景创新场景 优化体验优化体验
——各地多举措提升服务推动全民“悦读”

简牍承载跨越千年的历史

从先秦到魏晋，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华

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并传承。

翻阅简牍，如同打开了古代的“百科全书”——历

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民族交流、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包罗万

象，应有尽有。

“一方面，简牍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实

证历史；另一方面，简牍的独特优势无与伦比——

很多内容是传世文献未能尽数展现的。”武汉大学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始终

难忘 2002 年 6 月的那个雨天。在湘西里耶古

城遗址的一口古井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带

有文字的竹简——秦简。随着秦简陆续出土，

张春龙不停地忙于释读和研究。

里耶一号井共出土 3.6 万余枚秦简牍，字

数约 20 万，主要是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到秦灭

亡 的 前 一 年 间 ，洞 庭 郡 迁 陵 县 的 政 府 文 书 档

案。从人口、物产、赋税到邮递、司法、医药等，

涵盖了当时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这被视为继

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作为第一手的出土文献材料，简牍具有重要

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张春龙举例说，据一

些文献记载，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分天下为三

十六郡，其中并无“洞庭郡”。而这里的记载，恰恰

证实了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已设有“洞庭郡”。

绵亘万里的古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汇的重要通

道，甘肃目前出土简牍 6万余枚，其中敦煌悬泉置

遗址出土的两枚“里程简”，意义尤为重大：一枚记

录了从长安出发西至张掖郡的20个驿置名称及相

互之间的里程，另一枚记录了汉代河西四郡的驿

置道路里程。两者共同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路线

图，实证了古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具体走向。

“简牍的只言片语承载了真实过往。”甘肃

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

关注、得以载录。我们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

内容，主要是来自对名臣贤士的往昔岁月交代，而

且多有程式化的描述。大量简牍的重见天日，为

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特别对普通民众、

基层吏员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难得而真切的

呈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闻博说。

在秦代，基层官员在食堂吃饭要“刷卡”，以打

叉或画圈标记；一名叫“弘”的汉代小吏在悬泉置工

作了近20年，一笔笔清楚地记录下他经手的每一

批丝路使团的来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汉代

肩水金关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摊了朝廷派来

慰问的使者接待费用，每人均摊55钱……

竹木无言，文字有意。简牍，勾勒出历史的“大

事件”和“小细节”，让泱泱中华文明更加真切、鲜活。

简牍蕴藏中华文脉密码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

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

简牍的作用极其重要。

“如同先秦时期一个微缩的图书馆。”专家这

样评价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发现的价值。郭店楚

简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献和《五

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记载的 16 篇古籍，有 13

篇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为首次面世，

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神州第一书”。

山东银雀山汉墓的《孙子兵法》，甘肃武威

《仪礼》，敦煌、居延《仓颉篇》《急救篇》……记录

在简册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传。

秦律是中华法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古典

文献中只留下一些不成体系的片段记载。1975

年，秦吏“喜”的墓地被发现，改善了这一局面。

“喜”的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而是层层

叠压的竹简，以及书写、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笔、

铜削。

1155 枚竹简、4 万余字，在这些“喜”生前摘

抄、记录的“工作笔记”中，有《秦律十八种》《法

律答问》《为吏之道》等大量细密详备的律令简

牍，其中《秦律十八种》包括土地耕作和农业生

产相关的《田律》，货币、财物相关的《金布律》，

驿传供给饭食相关的《传食律》等。

孙闻博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法代表

理性行政的源头，对后世 2000多年影响深远。”

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来楚

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罄、琴、瑟等乐器，以及

描 绘 乐 舞 场 景 的 纹 饰 图 案 ，但 是 一 直 未 见 乐

谱。2021 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王家嘴的楚墓

中发现 3200 余枚战国简牍，其中 160 枚包含音

乐符号。这些暂被命名为《乐谱》的简牍，使人

们有望聆听到 2000 多年前的妙音。

简牍，既映射传世文籍所记载的文明光辉，

也填充了传统史籍未能尽数展现的文明缝隙。

简牍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简牍得以修复，

不断实证中华文明的有序传承和我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西北出土的汉简记载了大量汉代西域管

理、丝路往来、典籍西传的细节，凸显了不同民

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

于 1987 年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驿站，是迄今

中国发现并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

驿置机构。在悬泉置汉简中，可找到楼兰、且

末、乌孙等数十个西域国家使者途经悬泉置的

“印迹”。譬如，汉简《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

中就曾记载，为接待龟兹王夫妇，汉廷在悬泉置

布置了“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汉武帝之前，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夷

地区有滇、夜郎等数十个乃至上百个部族或所

谓的古国，创造了高度发达并独具特色的青铜

文明。汉武帝时期在云南设益州郡，是当地社

会发展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当地进入到

汉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

河泊所出土的简牍有滇国、滇相、滇丞、滇廷

等古滇国职官和官署的记录，表明汉朝派专门官

员对其进行管理。陈伟表示，汉朝设置益州郡后，

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

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

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的发

展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相互交融。

各地习俗不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语

书》，利用律令加以统一；《日书》中的《秦楚月名

对照表》则将秦地与楚地的月份名称一一对照，

让人一目了然。专家认为，这应是在秦统一后，

特意编制此类手册，让原属不同文化和习俗圈

的民众便于沟通。

随着释读和研究的深入，简牍作为各民族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更加凸显。梳理各地出土

的汉代简牍不难发现，“汉承秦制”。作为统一

的王朝，汉朝延续发展秦朝治理体系，无论是长

江、黄河流域，还是西北地区、西南边疆，各地的

职官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传等基本

趋同。这说明，在设置郡县、纳入王朝体制的地

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趋势明显。

如今，简牍中蕴藏的文化密码不断被破译，

人们可以从中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

形态发展至今的历史依据，更可从中深切感悟文

化归属与自信。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从 简 牍 读 懂 中 国
新华社记者

近日，湖北省博物馆公布了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 3D 复原像。

一位秦代的刀笔小吏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为他长眠的墓穴里随葬的千余枚竹简，让身处现代的人们了解了 2000 多

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简上，虽寥寥数字，却生动、丰满，充满魅力。

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也让人们从另一个独特视角窥见

历史的细节。透过已发现的超过 30万枚简牍，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历史故事，跨越千年，跃然眼前。

今年 4月 23日是第 29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循着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一起阅读简牍，阅读历史。

①②均为出土于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遗址的

悬泉置木简（汉代）。 新华社发 ④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③近日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拍摄的三国时期赋税简。

③③
①①

②②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