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方寸中
每一段佳意娓娓道来

本报《笔会》副刊70年纪念分享活动迎来
热情读者，精选文集《歌以言志》出版

走过70年的本报《笔会》副刊，是业

内公认的华语文学散文写作的 重 要 平

台。《笔会》在保持诚恳敦厚的传统同时，
如何发出新鲜活泼的时代之音？集结《笔
会》近十年精选文章的文集《歌以言志》
不久前出版，昨天的思南读书会， 近200
名市民把 “歌以言志———文汇笔会70年

纪念分享”活动现场挤得满满当当，他们

中的许多人正是《笔会》的忠实读者。两

个小时的分享互动中，《笔会》 编辑团队

和作者嘉宾，一起回应了读者对《笔会》
的好奇与期许。

从报纸副刊，到精选的文萃出版物，
再到拥有近九万关注者的笔会公众号，
一条隐显在中国散文之中的文脉， 从不

同传播渠道延伸。一代代编辑，维系了读

者与一代代名家的情谊，而《笔会》淳厚

耐读的底色，正如一位作家形容：如山河

在，草木长，息壤生，不断催发着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兼备的好文章。

聚拢名家新锐，涵养正能
量文化水土

活动的特邀主持汪涌豪是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也是《笔会》“东邻浮绘”“唱
断欧罗巴”专栏作者。在他看来，《笔会》
“不为世风裹挟， 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

情，用心守护自己的品位。能鼓励众人将

方寸中的每一段佳意娓娓道来， 让读者

获得属于自己的宝贵片刻”。 如是观点

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作家孙郁曾评价，
《笔会 》文章继承了一种 “多学识 、有趣

味”的传统，与流俗有一种距离，但又关

照现实社会。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副刊之一，

《笔会》创刊于1946年7月。这里云集了老

中青三代作家：宗璞、王蒙、冯骥才、迟子

建、郜元宝、谈瀛洲、毛尖、张定浩、李娟

等等。著名作家杨绛生前曾在《笔会》独

家刊发了多篇文章， 黄永玉的 《清流绝

响》、王安忆的《父亲和母亲的写作》等名

家名作在这里荟萃，黄德海《受耻》、路明

《我家弄堂》等文章引发文坛关注。
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伟说，报

纸的文学副刊对于文学的助推力量举足

轻重 ， 许多作家都是从 文 学 副 刊 起 步

的，而文汇报的《笔会》则以精准独到的

眼光汇 文 天 下 ， 塑造了大众传媒上的

一扇人文窗口，凸显出人文大报的气质

与个性所在。

信息汹涌的新媒体时代，
保持更大定力

在活动现场，有读者提出：面对信息

汹涌的新媒体时代，《笔会》 如何保持定

力？著名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

露引用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一句

话：“有些东西发明出来就是永恒的，它

的形态固定，甚至不需要更新。”比如书

籍， 比如人们对高品质文学的需求。因

此，在文字几无门槛的传播环境中，副刊

如何留住精粹，守住标准，延展传统，辨

明是非，彰显并传播正确的价值导向，就
显得分外重要。

有读者评价，《笔会》的“与时俱进”
在于，它承继文脉，但也回应当下，既有名

士的闲慢，又足够开放新锐，保持着格调

和活力，如同一池活水，荡开新鲜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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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和平之路繁荣之路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纪实
６月７日至１０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

（一）
这是４年间，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踏上

哈萨克斯坦的土地。
英姿飒爽的礼兵分列红毯两侧 ，朝

气蓬勃的哈萨克青年献上怒放的玫瑰。
哈 萨 克 斯 坦 通 讯 社 发 表 评 论 说 ，

习近平主席在哈中建交２５周年之际对哈

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是具有历史意

义的重要时刻。
“２５岁 ，就像火焰一样 ，风华正茂 。”

哈萨克民族的这句谚语， 正是中哈关系

的写照。

谈到当前的两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

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不约而同表示：“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
阿斯塔纳，２０年前，哈萨克斯坦将首

都迁至这里。戈壁草原之上，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静水流深的伊希姆河，见证着

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哈萨克斯坦

梦”插翅腾飞。
位 于 阿 斯 塔 纳 中 轴 线 中 心 的 总 统

府，蓝顶白墙 ，庄重大气 。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 欢迎远道而

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已

经是第１６次见面。
站在总统府大厅门前， 两国元首亲

切交谈，不时用手指向远方。习近平主席

说，我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深刻。现在又添

了一些新建筑，树也长大了。
元首外交，引领方向。
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出席签字

仪式、共同会见记者 、出席欢迎午宴 、参

观世博会中国国家馆、 出席中哈亚欧跨

境运输视频连线仪式， 访问日程丰富而

紧凑。
坐下来谈、用餐时谈、边走边谈，从夯

实政治互信到深化务实合作，从推动人文

交流到保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密切

沟通，两位元首深度交流，成果丰硕。
习近平主席说：“不论遇到什么样的

困难和挑战，中哈两国友好的理念不会改

变。两国要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回应：“哈中没有

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 没有任何解决不

了的问题 。”“中国发展腾飞对哈萨克斯

坦至关重要，中方所有倡议，哈方都坚定

支持。”
意气相投，志同道合。
１７００多 公 里 的 共 同 边 界 、２０００多 年

的交往历史，中哈山水相连、情谊绵延。
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

坦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

的翅膀》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了如今在中

国家喻户晓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迪马希。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专门请他来 ，在

欢迎午宴上演唱歌曲。
２０１３年９月 ， 习近平主席到访这个

“伟大草原之国”。正是在这里发表演讲，
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复

兴丝路、 共同发展的梦想从这里走出历

史，走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一年多后，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全面对接“一带

一路”，成为中哈合作的大方向。
方向明确，行动务实。
会谈中， 习近平主席对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说， 我在飞机上看到哈萨克斯坦

广袤无垠的国土， 哈萨克斯坦农业种植

发达 ，农产品加工大有可为 。在这方面 ，
中哈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同哈萨克斯坦打造国

际物流大通道战略对接；
———国际产能合作同哈萨克斯坦加

快工业化进程对接；
———中国陆海联运优势同哈萨克斯

坦东向海运需求对接；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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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0 日电
6 月 10 日 ， 在

结 束 对 哈 萨 克

斯坦共和国国事

访问并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

七 次 会 议 和 阿

斯 塔 纳 专 项 世

博 会 开 幕 式 后 ，
国家主席习近平

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中央

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 中共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中央办公厅

主任栗战书，国务

委员杨洁篪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0

日上午， 习近平

离开阿斯塔纳启

程回国。 哈萨克

斯 坦 第 一 副 总

理 马 明 等 到 机

场送行。

“日子过得好，笑得当然多”
红色遵义因地制宜推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成就写在每个人脸上———

6月的花茂村， 已有盛夏的炙烤

感。整个上午，村委会主任彭龙芬都在

村民家中奔波，协调马路“户户通”的

土地问题。午饭，她就在路边的小店吃

米粉，一小会儿的功夫，就接了上寨组

村民周四珍连续两个电话， 餐巾纸握

在手中却没时间擦汗。米粉还没吃完，
她喝了一大口汤，再次出发。很快，身

影就淹没在一片比她高出不少的绿色

葡萄园中。
彭龙芬皮肤黝黑， 脸上块状分布着

深色的晒斑。嫁到村子已满25年的她，对
“想致富，先修路”有深刻体会。“以前，村
里村外全是土路，从枫香镇到花茂村，不
过6公里，一到雨天，坑坑洼洼的路让‘黑
摩的’都不愿意走，只能步行。”她说。

“十二五”期间，遵义斥资850亿元建

设城市及乡村道路，“县县通高速”“村村

通油路”已经实现。现在，很多像花茂村

一样的村庄准备更进一步，早日实现“户

户通”。周四珍盼得急，见彭龙芬来了，连
忙拉着她进屋，开门见山说：“修路好，要
得要得。小车要是能开进来，一头猪都能

多卖不少钱。”

“四看”“三公示”保精准

周四珍一家是村里的低保户。 她本

人身患多种疾病， 不能干重活， 儿子曹

安全患有先天性语言障碍， 长期以来，
一家人仅靠50多岁的丈夫打零 工 维 持

生计。
考虑到曹家的具体情况， 村里打算

将曹安全列为建档立卡精准扶 贫 的 对

象。“对贫困户，我们坚持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退出。”彭龙芬说，依照“一看

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

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精准识别机

制，经过村、镇、区三级审核以及相应

的“三公示”，才能确定贫困户资格。公
示期间，只要有村民提出“有人比他家

还穷”的质疑，就将重新审核。
周四珍打开新买的智能电视机，

从饮水机中接上一杯热水， 递给坐在

沙发上的彭龙芬。她笑着说：“电视机、
饮水机、沙发一共5000元，都是儿子刚

买的。儿子比他爸爸赚得多。”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

枫香镇花茂村调研时指出， 党中央的

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你看，你现在笑容越来越多，以

前可都是愁眉苦脸的。”彭龙芬说。
“那是！ 日子过得好，笑得当然多

咯。”周四珍回答。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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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遵义枫香镇花茂村道路通畅， 环境整洁宜居。 （遵义扶贫办供图）

■本报记者 赵征南

“歌以言

志———文汇笔

会70年纪念分

享” 活动昨天

举行。左图：特
邀主持汪涌豪

和《笔会》编辑

与读者见面交

流。 袁婧摄

■本报记者 许旸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丰富

上海：大雨难阻市民热情

百处文物建筑免费开放

北京：沉浸在浓浓文化氛围中

人人都能做非遗传承者

荩 刊第二版·要闻

荩 刊第四版·国内

让偶像剧也能成为正能量传播起点
如何打通高雅与通俗、价值与颜值、思想和审美，是青春偶像剧值得深挖的课题

从去年暑期 《幻城》《青云志》《九州

天空城》的“玄幻剧三连败”开始，“IP+流

量小生”的模式屡被诟病，并被观众渐渐

厌弃。刚刚收官的《择天记》却掀起了一

股新的收视热，收视率、网播量、话题阅

读数屡破纪录；更可喜的是，不少年轻观

众在偶像剧中找到了久违的正能量。
临近暑假， 又有一批青春偶像剧会

在荧屏上陪伴青少年度过假期。 如何在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中， 提升流

行文化元素里的主流价值观浓度， 让青

春偶像剧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起点， 这已

成同类剧集突围的一个途径。 正如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京盛所说：“怎
么把古典和现代，高雅和通俗，价值和颜

值，思想和审美统一在一个作品中，并行

不悖、相得益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凭现实主义的价值观撑
起偶像剧“骨架”

高考前夕，恰逢《择天记》热播，剧中

的励志对白成为一些校园为考生加油的

横幅宣传语。 故事主角陈长生因先天体

质而注定夭折，但他没听任命运摆布，而
是努力学习修道，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书中有道，一卷便胜过千山万水”，这份

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 让年轻观众

感同身受。
曾有一段时间， 古装偶像剧是差评

的重灾区。 这些剧拖拖拉拉五六十集甚

至更长， 只为展现剧中男女翻来覆去的

小情小爱，再无他物可言。这使得这类剧

集如同一团棉絮，没有骨架。《择天记》主
角陈长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得到不少

师长认可， 认为他的励志故事对当下年

轻人有现实主义的观照， 撑起了该剧的

“骨架”。
两年前，经典文学小说改编的《平凡

的世界》曾让大学里流行“像孙少平那样

去奋斗， 像田润叶那样去爱” 的 “小目

标”。而今，古装偶像剧也可能对年轻人

实现正面激励。新播出的《楚乔传》也是

一例。 它本出自网络小说， 是篇 “穿越

文”。但经过电视语汇改编后，该剧从励

志视角出发， 讲述了一名身世坎坷的姑

娘，如何在逆境中坚忍、始终怀抱信念的

故事。虽然该剧刚露端倪，但楚乔“为梦

想踏尽泥泞”的豪言，已被一些学生引为

励志警语。

流行文化应传递精神“营养”
有专家认为， 如果向上的价值观能

通过电视剧偶像明星， 传递到达青少年

观众的内心，那么这样的“流行文化影响

力”远比带火了一款时装、一支口红更有

营养、有价值。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制片委员会

副会长马中骏透露，去年夏天，湖南省博

物馆的青少年观众明显增加， 许多人来

询问“战国帛书”的馆藏事宜。虽然评论

界对热播剧《老九门》始终持观望态度，
但该剧引发青年人对文物的关注现象，
值得细究。异曲同工的是，该剧中张艺兴

饰演的二月红是名京剧旦角， 不少年轻

网友因为对他的妆面产生兴趣， 开始自

发琢磨京剧，并到网上普及“勒头”等京

剧专门术语。
“又到暑期，我们拿什么样的剧集来

陪伴荧屏前的青少年？”在文艺评论家张

德祥看来，电视作为最普通的大众艺术，
它所拥有的“流行文化影响力”不仅会陪

伴青少年一两个暑假， 还可能是一长段

青春路，因而“需要有营养、有价值的内

容来实现正向陪伴”。
今年暑期档中有两部青春剧不同以

往，一部是聚焦青年海军的《深海利剑》，
另一部是描述当代消防官兵的 《特勤精

英》。通过偶像明星来普及两个特殊群体

的飞扬风采， 这有可能成为流行文化的

一种正确影响力。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