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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低头族”被罚不冤

近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联合抖音旗下番茄小说发
起“古籍活化，传承书香”历史小说
征文活动，参加征文的作者可以从

古籍中的故事或者事件出发，对经典故事进行合
理化改编与扩写，让古籍中的历史瞬间、经典故事
在网络文学中重新“活”起来。番茄小说有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网络文学这种更生动活泼、更接
地气的方式，将平日里公众较少接触到的古籍精
品呈现给更多人。

古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见证、记录了中华文
明进程中的一个个片段场景，做好古籍保护传承、
开发利用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
有重要意义。而由于古籍大多晦涩难懂，阅读古
籍门槛较高，古籍相关工作专业性很强，导致海
量的古籍长期沉积在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研究
机构的资料室中，普通公众难以与古籍进行面对
面交流接触。古籍的寂寞与公众对古籍的隔膜

形成了双重困境，亟待通过丰富多样的创新手段
予以破解。

相应地，网络文学作为一种通俗的文学形
式，在参与性、互动性、传播力、影响力方面具有
突出的优势，并培养、积累了海量的受众，特别是
年轻读者，已成为网络时代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
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此次国家图书馆与番茄
小说联合征集历史网文，国家级古籍资源平台与
头部网络文学平台通力合作，有利于让好故事从

“故纸”中走出来，让普通人能够更直观、形象地
感知古籍的味道，走进被网络文学激活、复原的
历史风云中。

去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称《意
见》，要求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
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加强古籍题材音
视频节目制作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服务，鼓励古
籍文创产品开发推广。网络平台通过创作激励、
版权开发、资源宣传等手段，支持网络文学作者结

合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进行小说创作，有利
于创作者正确认识历史和化用古籍，实现优质创
作良性循环。而将古籍内容有机融入网络文学，
将历史网文打造成新颖别致的古籍文创产品，可
以大幅提升网络文学的知识含量和文化传播价
值，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古籍产生兴趣，以
实际行动广泛深入参与古籍保护开发事业。

此次国博联合番茄小说征集历史小说，开文
博领域和网文领域携手探索古籍保护开发新渠
道、新模式之先河，理当恪守专业水准，严把产品
质量关，及时总结经验，进而从编辑、评审、出版、
项目支持、绩效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为

“古籍活化”类历史小说创作建立工作规范和行
业标准。要把历史网文创作打造成古籍保护开
发的一张鲜亮名片，为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
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据《北京青年报》郭海英）

让好故事从“故纸”走出来
让古籍保护传承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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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在任贤齐沈阳
演唱会上，一名 23 岁的女孩
对任贤齐说道：“我今年 23 岁
了，已经认识你 22 年了，小的

时候你还抱过我。”
原来，这名女孩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家里十分困难。任贤齐当时看到新闻报
道后，向女孩家捐了3万元钱，让女孩成功做
了手术。在演唱会现场，女孩向任贤齐点歌

《不要变》，希望他们之间的爱不要变，人间的
大爱也不要变。

这一声跨越时间长河的“感谢”，唤醒了
22 年的温馨记忆，也带来了数不尽的感动。
这个女孩，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和情感，有
条不紊地讲述自己当年和任贤齐的暖心故
事，但依然让我们潸然泪下。

一名歌星的善举，不仅挽救了一名女童
的生命，避免了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更深
层次的意义在于，埋下了一颗 22 年“爱”的
种子。22 年后，在任贤齐的演唱会上，这颗
小小的种子，已经开出了大大的花，这令人
感动欣慰。

任贤齐与22年前救过的女孩再相逢，我
们到底为何而流泪？为的是任贤齐当年的那
颗纯纯的爱心和动人善举；为的是女孩一家
将这份爱铭记至今，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为的
是这份相互奔赴，那么纯粹而清澈，更为的是
社会的每一份善意和美好，都不会遗失，不会
被辜负。

由此事延伸而来的思考是，我们需要
怎样的慈善？又该做怎样的慈善？这不禁
让人联想到，近些年的街头求助，响应捐献
者不多；线上线下以慈善公益之名的诈骗
事件，让人防不胜防；一些公益组织和机
构，善款的明细和用途并不透明……其实，
大家并非少了爱心，而是大家对其相关信
息的真实度存疑，在与爱心的搏斗中，疑心
略占了上风。大家有些担忧，信任和爱心
会不会被滥用？

（据《钱江晚报》王彬）

信任不滥用
爱心不会变

新闻：孩子中午不午睡，扣分；坐姿不正确，
扣分；周一不穿礼仪服，扣分……记者调查发现，
一款覆盖3000万学生的教育类App“班级优化大
师”在全国部分中小学校应用甚广。这款App记
录学生在校的几乎全部行为表现，并通过加减分
给学生排名，公开评比。有的学校排名结果还与
评先评优挂钩。不少家长、学生对此产生新的焦
虑。（《半月谈》5月29日）

旁白：处处被监督，时时须提防，不是好的教育。

新闻：5月26日，一则司机拒绝给救护车让路
的视频火爆网络。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救护车司
机曾下车与前车沟通，但前车司机担心扣分，随
后关闭车窗，并且没有让行。5月28日，记者从成
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交警对小车司机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处以罚款150元、记3分的
处罚。（《成都商报》5月29日）

旁白：健全让行“一键申诉”和奖励机制。
据《太原晚报》

过马路玩手机，一方面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又给过往车辆增加了事故发生
的风险。多地立法对马路“低头族”进行罚款，实在不冤。期待随着罚款处罚的落地，能够提高公众
文明通行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