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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故宫博物院连出“萌萌哒”文化创意
产品，不久前上架的新版《故宫日历》就备受追
捧，被网友昵称为“红砖头”。这部“红砖头”以

“美意延祥年”为题，售价66元，自在北京各大
实体书店陆续上架以来，销路一直火爆。

翻开《故宫日历》，正面是年、月、周、日及每
日相关之节日、节气等内容，可供查阅。背面图
是名家墨宝、金石珠玉等珍贵的宫廷古玩，可供
欣赏。故宫出版社负责人透露，近3年《故宫日

历》的主要编纂者华胥，并不是从事文博工作的
专业人士，而是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但在编
纂过程中，参与指导、审核等工作的专家有很
多。2015年版为了尽早定稿出版，在藏品选取
编排之后，由文化旅游编辑室的3位编辑共同
参与完成了说明文字的撰写。

新日历受宠，老日历价格更是直线上涨。
据悉，2010 版的《故宫日历》价格已被炒至
2000元，超过定价的30倍。此外，2011年版

的《故宫日历》标价在400元以上。
即便如此，老版的《故宫日历》也多是有价

无货。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查询，发现2014
年之前几个版本的《故宫日历》均是缺货状态。
故宫的官方淘宝店中，连最新的2015年版日历
都已售罄。

据悉，《故宫日历》初版于1933年至1937
年，后来因战乱而停止发行。直到2009年，这
本被遗忘经年的日历才又被人提起，并于当年
10月复刻出版（2010年版）。故宫出版社负责
人表示，2010年版是《故宫日历》被复刻后的首
版，不到2万册的印量让它奇货可居，因此市场
价格被逐渐推高。

该负责人表示，为适应市场需求，2015年
的《故宫日历》发行量已增加至18万册。“首批
10万册已经卖完，印厂正紧张加印。”

《故宫日历》走红 老版身价翻三十倍
●王 妍 赵颖彦

在中小学，挑错、改病句是语文课训练的一种形式。但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在中学毕业后，汉字的规范使用全凭每个人在学校时的“老本”，基本
上没有人再去硬性地规范和要求了。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化时代，汉字从书
写到使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时候写字变成了打字，会读不会写的情
况越来越多；“有木有”（有没有）、“童鞋”（同学）、“酱紫”（这样子）等网络语
言流行；广告、招牌中随处可见乱用同音字、乱改成语的现象，这都使得规范
使用汉语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当然，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汉语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不同年代、不
同群体中有着不同的语言特点。把带有诙谐、调侃成分的网络语言作为点
缀无可厚非，但若沉迷其中，连篇累牍地大量使用，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就会
忘记规范的用字用词，这才是自己把自己带到了沟里。

在汉语传承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代人只是其中的一段。不走样
地把汉语传递给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
晚也会为人父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满篇错别字的家长能够有效地正确引
导孩子的语文学习。所以，为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为了将来做一个合格的
家长，咬文嚼字十分必要！只有咬文嚼字的刊物多了，咬文嚼字的行业多
了，咬文嚼字的人多了，规范地使用汉语才能得到认同，才能形成气候。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于它，每个使
用它的中国人都应该抱有一份敬畏之心。汉语由汉字组成，因此，正确使用
汉字是规范汉语的基础。窃以为，且不去喊“发扬光大”之类的空洞口号，每
个人从自己做起，规规矩矩地使用汉字，就是在为继承文化遗产做贡献了。

咬住错字不松口
●刘菲

山水画家王炳道最近绘出了一幅“日出东方，江山如画”的画卷。
此作“日出东方，江山如画”气韵生动，描绘了山河景色，视野开阔，一派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表露出文人画的气象，又展现了画家豪
爽的大气。王炳道所创的山水作品，意境高远、雄浑磅礴。优美的瀑布，翻
腾的祥云，常青的松树，万古的高山，随着日出东方，山水之“魂”透视出来，
看似无我之境，实则有我之境。

画家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无画处均成妙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此作
远观似景象万千，近观似画中游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境在似与非之
间巧妙展现，看此画令人心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意实际又在言外，此时无
声胜有声。

山水如画，画如山水，如诗如歌，醉人心扉。艺术创作不仅缘于情感，也
源于作者理想中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欣赏王炳道山水画之态，如身临其景，
不知是在画中游，还是在山水中欣赏画。

王炳道1964年生，安徽阜阳人，硕士学位，自幼喜欢绘画，其书法也是
了得。在他于清华美院学习时，跟从张大千隔代弟子施云翔先生学习山水
绘画，追求山水的“魂”。他曾获“中国书画院百杰书画家”，号“一禅居士”

“龙潭斋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傅抱石研究会会员。2011年，王炳道进入清华美术学院深造；同年，其书画
作品被国家邮政局收藏，并做成专业邮票，其书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

巴马、东兴、永福都是长寿之乡，掐指算广
西已有12个“中国长寿之乡”。不久前，又有
消息称，广西阳朔也符合认证标准，被建议授
予“中国长寿之乡”。这意味着，阳朔将成为广
西第13个挂上这块招牌的县。另据《南国早
报》报道，在阳朔之后，凤山、大新、天等、恭城
等一批“准长寿之乡”也在排队申报。

时下，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一块
“长寿之乡”的金灿灿招牌的确很有诱惑。笔
者曾到过广西巴马，目睹不少天南海北的游客
蜂拥而至，与百岁老人合影，品尝当地特有的
火麻汤。不过，说实话，除了巴马之外，广西其
余十多个“长寿之乡”的名气要小得多，有的甚
至闻所未闻。

西谚云：“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
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
比作花的是蠢才。”巴马主打“长寿”招牌取得
了成功固然不假，但如果就此跟风效仿，“长寿
之乡”遍地开花，就难免有些庸蠢之嫌。毕竟，
眼下巴马的长寿产业已经较为成熟，创出了一
定的知名度，后面的“小兄弟”很难有资本去和

“老大哥”掰掰手腕。即使拿到了“长寿之乡”
的名头，恐怕一时风光之后迅速沉寂，直到被
后浪拍在沙滩上。

凡事物以稀为贵，再好的东西多了就不值
钱了。眼下，无论旅游产业还是区域经济，都
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倾向。比如，印象刘三姐火

了之后，“印象文化”被迅速复制，《印象·丽
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等等接踵而
至。动辄几亿元的投资砸下去，有多少城市文
化真正给人留下“印象”？再比如，周庄、同里
带动古镇旅游，全国一下子涌现出已开发或正
在开发的古城镇 2800 多座，数量居全球第
一。似曾相识的建筑风貌，千篇一律的吃喝玩
乐，又有几座古镇会让人记住名字？

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一味模仿只会迷
失自我。山东寿光蔬菜出名后，媒体曾报道一个
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某县素有种植棉花的传
统，当地政府喊着“大胆向山东寿光学习，实现
经济大跨越”的口号，逼着农民改种大棚菜。在
政府的推动下，大棚搭起来了，菜也种上了，但
终于因为技术和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原因失败
了，而原有的棉花产业底子也被折腾得差不多
了。如今，广西多地“向巴马学习”，“长寿”招牌
火热背后，同样有邯郸学步的隐忧，应当心没有
学到别人的长处，反倒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跟风“长寿之乡”，实则暴露出一些地方政
府的懒政思维和急功近利，不敢探索创新，不
愿开动脑筋，只会抄袭模仿，试图直接把别人
的成功拿来简单复制。这一现象不及时纠正，
即使跟风“长寿之乡”失败了，地方政府又会很
快去追逐新的模仿对象。

与其扎堆“长寿之乡”，不如差异化发展，
去寻找本县特色的文化旅游路子。

车往天目山开去的时候，突然晴转
阴，骄阳变脸，冰雹般的大雨点呼呼地
扑向车窗。手机铃响起，朋友来电关照
上山可要注意安全呵。

天目山上，百岁以上的大树有
3000多，年龄最大的1000多岁。真是
千岁爷了。如此树仙聚居之地，岂是我
等凡俗之辈随便去得的？

自然要先给我点颜色看看。
车窗外只有密集的黑雨。
黑雨把整个世界抹去了，当然雨不

是黑的，但天黑沉沉的，感觉中雨也是
黑的了。

和黑雨很不谐调的，是车里深情优
雅的音乐，小提琴拉着“高山流水觅知
音”。或许，天目山想看看来者是不是
知音？

天，说亮就亮了。两侧高山间，天
蓝、浅藕、灰粉，在天空上染出那么和
谐、柔和的色块。好像向我们扬起了一
张用清水洗净的靓丽的脸：欢迎来到天
目山。

我想，第一次到天目山的人，很难
不变得大惊小怪的。我刚走几步就叫
起来：“这棵树真大吔！”再走两步：“这
么大的树吔！”再再走两步：“大树这么
多吔！”

就见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有柳
杉、银杏、金钱松、黄山松等共5511株，
是世界最大古树群。

如果有5511棵大树，我总不能喊
叫5511次？

于是不叫了。
但是还是止不住地要叫。这里的

树都是百年千年地自然生成。个性张

扬，个个如神仙般挺拔而洒脱而恣肆。
五代时期的周宏让写天目山：“一士出
开门，一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谁知
隐与仙。”有人说这里是一树一风景。
我说树们或隐或仙，哪一棵古树，你都
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前辈。

如果请美术师在电脑上设计五六
千款树，如何能设计出天目山上树们的
形貌？个性是设计不出来的。个性只
有在自由的天地里，才能呈现出最独到
最丰富的风景。树们深遂之眼睛，丰富
之生命，都在告诉我：只要是生命都是
辉煌的，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我一边因树们感动着，一边也不客
气地接受树们的赐予——雨后的森林
氧吧。这里不仅可享受氧吧，还可治疗
颈椎痛——老得使劲仰起头看古树。
但见这里的天空都让树遮住了，层层叠
叠的绿在天上摆开。是谁，把不尽的绿
色，倾倒下来？是谁，用沁人的清香，作
美的表白？有什么比爱更激情澎湃？

杜甫有诗曰：花重锦官城。我想改
诗句：绿重天目山。

绿，是不需要翻译的世界语。人在
天目，与那山、那树对话，享受到的，是

一种无障碍的视觉语言。
最高的树有60来米。有一棵当年

乾隆惊呼是他看到的最大的树（原来皇
帝到此也和我一样大惊小怪）。当时的
百姓得知皇帝册封此树为大树王，便纷
纷前来剥树皮回家熬汤喝，以为喝了可
像树一样长寿。这棵大树就这样因大
而得宠而成名，又因成名而招杀身之
祸。

大树王是乾隆恩宠的牺牲品。后
人往大树空了的树干里灌上水泥，使死
后的大树挺立至今。好像在警示世人，
什么叫树大招风。

上天目山走到古树群，要经过286
个转弯。寻访如此神圣之地，自然不会
为你铺直了道路。人生本来充满了拐
弯，重要的是执着地走下去。

一路走来，在天目山上除了绿色，
还是绿色。只在一个农家饭店外，看见
一种红花。后来在山路边，又见一种菊
红的花。我们便哇哇乱叫起来：这是什
么花？什么花什么花？是野生黄花！
什么花？是萱草！萱草是什么花？

平时在都市里，路边满满叠叠的鲜
花，如果有人对着一朵花大呼小叫地喊

“花！花！花！”一定是神经了。在天目
山古树群间，偶见一朵小黄花，便让大
家惊喜得不行。人永远是以稀为贵，于
是才不断地去探索去发明去创造新鲜
的新生的。简称叫做：创新。

也有比创造还难的，或者说创造不
出来的。那种稀就尤其地贵。比如这
些高龄古树，面对这些300岁、500岁、
1000岁的前辈，不能不心生感佩！

或许我太崇拜树前辈们，竟是完全
忽略了我本来极喜爱的竹。要告别天
目山时，这才看到了满山的竹。一如明
徐文长的诗句“竹树回环翠万层”。

天已暗，独独嫩竹依然翠绿，翠竹
依然嫩着。写到这竹时，不知怎么，我
误把翠竹写成“小翠”，赶紧改成翠竹。
然后又想，写成小翠更能表达此时我对
竹的感情。

正和小翠们难分难舍时，就听有人
叫：看雾！果然，山间汹涌起大雾。雾
升腾而起，盖过山峰，铺向天空，又弥漫
过来，为我们做森林浴。云雾飘来飘
去、忙前忙后地把竹们山们暖暖地笼在
一起。云雾调和了竹香、树香、草香、叶
香，用铺天盖地的美丽，给我们带来不
断的惊喜。

上得天目山的人便是当了一日神
仙。

下山时，山上早已无人。我们的车
转过一个弯又一个弯，一口气转了286
个弯。我坐在车后座，这么飞快地把我
甩了286个转，人晕乎得几乎不能思想
了。天目山刚刚让我当了回神仙，又要
我知道，当神仙也是有代价的。一切的
得到，都需要相应的付出。

绘大好河山 追逐中国梦
●宣如

“长寿之乡”勿跟风
●张枫逸

旅游漫笔

我 的 前 辈
●陈祖芬

名家看景

基本文化权益“兜底”“老少边穷”成精准扶贫对象、鼓
励降低商演和电影票价、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让数字文
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1月14日，中办、国办公布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性的制度设计，
这份意见就像一张扎实的文化民生“施工图”：任务明确，标
准具体，进度明晰。按“图”索骥，我们来看看公共文化服务
新政对老百姓作出了哪些承诺。

百姓基本文化权益新政“兜底”
对百姓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观看

演出、参加文体活动和免费使用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文化
权益，政府明确了保障底线。

作为意见附件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以表格的形式，一目了然：“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
服务，其中每年国产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两年）比例不少
于1／3”“县级以上设立公共体育场”“为每个县配备用于
图书借阅、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

标准是政府划定的保障底线，重点是“兜”住百姓享受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梳理
出标准的三个特点：一是“提低”，充分体现对现有公共文化
基础薄弱、设施简陋、资源匮乏、投入不足地区的有效提
升。二是动态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取
各级政府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中准线”，力求在保障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付能力之间持续
保持动态平衡。三是“不降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
区应略高于国家标准，向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或富有当地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

“老少边穷”成精准扶贫对象 保障农民工留守家庭
显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命题的提出，就是因

为目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并不均
等。但改善文化民生、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和特殊群体文化
生活质量，又不能搞“一刀切”。

由是，意见提出，要明确老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
口，实行精准扶贫，并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
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作为重点对象。

“关注这部分群体的文化需求，不仅仅是社会公平正义

和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有之
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兼政府研究所副所长
杨永恒表示。

免费＋优惠：鼓励降低商演和电影票价
“免费”是意见中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公共博物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公共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免费之外，还要“优惠”。标准特别规定“未成年人、老年
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
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文化遗产日免费参观”。对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项目之外的文化服务项目，意见鼓励以“优惠”价
格提供，比如完善公益性演出补贴制度、支持艺术表演团体
提供公益性演出，鼓励在商业性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低
价场次或门票，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

巫志南认为，“免费＋优惠”大大拓展了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发展空间，也会培育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

政府为群众公共文化服务“买单”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机制。在标准中就提出要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为农村
乡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缓解公共服
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引入竞争机制，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提高效能。”杨
永恒如是解读。

目前，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
定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
见和指导性目录，已正式上报中央。

为群众提供对路子服务 将“选择权”交给群众
曾经，一些地方提供的书籍不对群众路子、播放的电影

不合观众口味，内容选择上群众既唱不了主角、也当不了裁
判，“服务效能”更无从谈起。

基于此，此次意见提出，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
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
供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巫志南认为，这是将“选择权”交给群众十分重要的一
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广泛征询人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尽

可能扩大“菜单”涵盖范围，在“菜”的来源上真正体现群众
的主导性和主体性。

工、青、妇、科等拥有大量公共文化资源的领域，也被纳入
视野，意见提出，“推动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让数字文化资源为智能社区“点睛”
目前，互联网渗透融合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全过程已是

不争事实。如巫志南所说，主动积极应用网络技术创新公
共文化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是明智之举，也是加快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体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路径：
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建
设、数字农家书屋等项目，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鼓励各地整合中
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化产品；加强推进数字文
化资源在智能社区中的应用，实现“一站式”服务。

乡镇文化站编制至少1人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在基层，乡镇文化站是基层“枢

纽”。但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文化专干不专、没编
制待遇低，有的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被抽调搞乡镇中心工
作，文化站被迫常年关门，以至于出现“空气站、牌子站、无
人站”的怪现象。

显然，“人”的问题是个突出问题。意见和标准明确，落
实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编制配备不少于1至2名，
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

“效能”成考评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一些地方缺乏文化自觉，“重经济、轻文化”，单纯追求

GDP增长，对文化“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意见的这条规定，就是要扭转党政干部的文化政绩观：

以效能为导向，制定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作为考核
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纳入科学发展
考核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考评制度，考评结果作
为确定预算、收入分配与责任人奖惩的重要依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期待各地结合各自实际，也
扎扎实实地制定出详尽的施工细则，把这份普惠文化民生
的改革新政以工程进度台账的形式得以实现。（据新华社）

我国推出文化民生“施工图”
——细看公共文化服务新政对百姓作出哪些承诺

●周 玮

今日关注

公 告
白城中心医院职工艾

涵，限你在1月30日前回单
位，逾期不归，将按《事业单
位人员聘用合同书》第七项
第一款第一条“连续旷工超
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
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
的”之规定，中心医院解除与
你签订的 8002211230117
号聘用合同。

白城中心医院
2015年1月26日

通 知
桂玉春：

你与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长庆支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已于
2007年10月30日期满，双方间劳动关系自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终止。

劳动关系终止后，我行多次通知你到我
行办理劳动关系终止后档案移交等事宜，但
你始终拖延拒不办理。现再次通知你自本通
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劳动关系
终止后的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视为你自
动放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长庆支行

2015年1月26日

通 知
杨满秋：

你与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长庆支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已于
2007年10月30日期满，双方间劳动关系自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终止。

劳动关系终止后，我行多次通知你到我
行办理劳动关系终止后档案移交等事宜，但
你始终拖延拒不办理。现再次通知你自本通
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劳动关系
终止后的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视为你自动
放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长庆支行

2015年1月26日

通 知
白惠萍：

你与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长庆支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已于
2007年10月30日期满，双方间劳动关系自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终止。

劳动关系终止后，我行多次通知你到我
行办理劳动关系终止后档案移交等事宜，但
你始终拖延拒不办理。现再次通知你自本通
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我行办理劳动关系
终止后的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视为你自动
放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长庆支行

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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