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云南文化

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昭通作家活跃在当代

中国文坛，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昭通作家

群”和“昭通文学现象”。2020 年，昭通被

授予中国第六个“文学之乡”称号，这一殊

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昭通市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持续加强阅读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类阅

读活动为平台，推动读书活动在全市各界

普及并延伸到各个角落，“文化昭通”“书香

昭通”逐渐成为全市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大关县，群山连绵、峰峦叠嶂、山高谷

深、关隘重重。曾经，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

落后，当地居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难以得

到满足。2016年，大关县图书馆工作人员

在挂钩扶贫时看到山村孩子对阅读的渴

望，便用背篼把书籍背到山上。从那时起，

一批又一批基层文化工作者背着装满书籍

和文具的背篼，跋涉于群山之间，穿梭于村

村寨寨，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到大山深处，点

燃了孩子们热爱阅读、渴求知识的火种。

随着公路通到家门口，曾经的“背篼图书

馆”逐渐被“流动图书车”取代，不少村子还

拥有了固定的图书馆，但“背篼图书馆”作

为惠民利民的一张名片仍在乌蒙大地播种

着希望、传递着温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昭通市

有各类农家书屋1300多个、综合图书馆12
个，在宾馆、医院、车站等公共服务机构和

场所设立全民阅读点 246 个，党政机关及

企事业单位自有阅览室300多个。昭通市

切实开展全民阅读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

等“书香九进”活动，精心打造“书香昭通”

品牌，营造人人热爱阅读、崇尚阅读，把阅

读融入日常生活的良好氛围。

在威信县著名的扎西会议会址旁边，

坐落着一家别具韵味的书院——红色扎西

云上乡愁书院。书院整体为川南民居建筑

风格，为两层木质结构，与扎西老街完美融

合。自红色扎西云上乡愁书院正式启用以

来，共组织开展重点图书展示展销、“红色

扎西青年行”读书班、“红色扎西少年说”读

书班、党史学习读书班、阅读沙龙、“照片背

后的故事”交流会等 300 余场次。该书院

于 2023 年被评为“全国年度最美书店”。

这样的书院，在昭通共有12家。

昭通市主动把党建读物学用平台打造

为党员教育阵地，并纳入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内容，督促各基层党组织用好党建读

物。采取“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配置”

的方式，在市委党校和扎西干部学院建设

党建书屋 2个，在全市组织部门建设组工

书架12个，在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建设党

建书架2000余个，实现全市基层党组织全

覆盖，让党建读物学用平台成为党员干部

的“红色加油站”。浓郁书香浸润着乌蒙大

地，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员干部中更加入脑

入心。

2024年 11月 8日，昭通举办第十一届

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邀请赛、“袁滋摩崖

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创作大

赛、昭通市校园文学征文大赛三场颁奖仪

式；举行昭通文学座谈会、昭通文学批评现

状及新边地写作座谈会；举办中国著名作

家进校园系列讲座、昭通作家乡土文学创

作培训会……此次昭通文学周系列活动，

成为昭通文学发展的一项精品项目。

昭通市坚持以文艺繁荣打造新时代

“昭通印象”，成功举办“省耕大讲堂”系列

专题讲座，积极邀请全国、全省知名作家走

进昭通、感知昭通、宣传昭通、建言昭通，主

办或承办“中华文化边疆行——走进昭

通”、全国著名作家走进“文学之乡·苹果之

城”等大型文化活动10余场。动员和支持

有条件、资源和能力的文学名家建立工作

室 10余个，带动文学创作活动，推动全市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

在昭通，从市委、市政府到职能部门，

从民间组织到社会团体，从集体到个人，都

在围绕“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昭通”的

目标，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增强全民阅读的开放性，提

高全民阅读的参与度，推动阅读活动向基

层延伸，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全民读书、终身

学习的良好氛围。

阅读是获取知识、丰富智慧、提升
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人们
可以学到知识、交流思想、提升修养、陶
冶情操。昭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通过全民阅读，人们能更好地理解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传承中
创新发展，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作为个人，我们要保持良好的阅读
习惯，提高个人素质，拓宽知识面，提高
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增强创造力，提
升社会适应能力，促进身心健康。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要进一步
提升公民素质，形成社会共识和共同价
值观，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文化传承和发
展，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贡献力量。

全民阅读对于个人的成长、社会的
进步和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因
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全民
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助力个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推进全民阅读 促进社会进步
刘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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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数众多，梯队合理。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市从事文学创作的业余作者
达千人，从“40后”至“90后”各年龄段均有
相应作家代表，人员分布在11个县（市、区）
及各行各业，经常性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作品的人数达100余人，形成了昭通文学薪
火相传、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文学创作门类齐全，队伍稳定。文学
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影视等领
域，小说创作领域比较活跃的作家有曾令
云、夏天敏、潘灵、胡性能、刘广雄、吕翼、沈
洋等；诗歌创作领域有雷平阳、樊忠慰、夏
吟、王单单、尹马等；文学评论领域有宋家

宏、李骞、黄玲等；散文创作领域有淡墨、熊
清华、唐健等；在影视创作领域，蒋仲文编
剧的《徐洪刚—乌蒙骄子》、夏天敏工作室
创作的电视剧《锻刀》等作品备受关注。

文学创作独具特色，成果丰硕。昭通作
家群的大多数作家植根于昭通本土文化土
壤，文学作品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关爱弱
势群体，探寻当代人的深层心理，备受广大
文学爱好者和老百姓喜爱。21世纪以来，昭
通作家群创作呈井喷之势，相继问世了《好
大一对羊》《云南记》《雷平阳诗选》《渴死的
水》《现象与文本》《泥太阳》等一大批精品力
作，并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中国戏剧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奖、人民文学奖、首届“绽放”文学一
等奖、当代文学奖等一系列殊荣。

文学创作机构健全，刊物多元。全市
11个县（市、区）均设有文联机构，各文联
均设有作家协会，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均
有保障；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等
成立了行业文联或文学协会，各文联或部
门主办的分行业协会均自主创办刊物，其
中市文联主办的《昭通文学》、昭阳区的

《乌蒙山》、永善县的《永善文学》等刊物引
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昭通市文联供稿）

你不能不了解的昭通文学

1997年 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
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
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
个部委共同发出《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

“知识工程”的通知》。
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实施以

“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
“知识工程”，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活
动，让全国人民了解“世界读书日”。

2009年4月23日是第14个“世界读书
日”，以“让我们在阅读中一起成长”为主
题的“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活动在天津
少儿图书馆启动。

2010年 4月，在长沙举办全国少年儿
童阅读年阅读嘉年华活动。活动期间，举
办了阅读表演秀总决赛，颁发了阅读年活
动各奖项，还出版了《全国少年儿童阅读
调查报告》。

2011年 4月，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加
义镇中心小学组织 850名学生开展“中华
诵——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12 年 5 月，纪念第 17 个“世界读书
日”潍坊笔会开幕式在著名的“小戏之乡”

“书画之乡”“奇石之乡”——山东省临朐
县隆重举行。

全民阅读活动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大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
举措。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读书，有“耕读传
家”的优良传统。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关怀下，阅读已不仅仅是承继千百年流传
下来的家风传统，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
1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 10月，中
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
意见》。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是由中央宣传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委、北京市政
府指导，中宣部出版局、北京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活动，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在京开
幕。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主题为“阅读新时
代、奋进新征程”，包括系列论坛、展览展
示、发布和主题活动等环节。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于2023年4月23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深化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中国”，举办各种活动30余项。

2024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以“共建书
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全
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举办。

2025 年 4 月 23 日，主题为“培育读书
风尚建设文化强国”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
会将在山西太原举办。 （本报综合）

全民阅读大会的由来

世界读书日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
日”，又称“世界图书日”。1995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每年的 4 月 23 日为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设立目的是推动更
多人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
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
化、科学、思想领域的大师，并保护知识产
权。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
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
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呼吁社会成
员人人读书，让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
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

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给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随后，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
还应当增加版权概念。事实上，设立“世界
读书日”的建议是由西班牙提出的，其灵感
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
节”。另据《图书馆杂志》记载，“世界读书
日”来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
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
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给
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从此，书成为胆识
和力量的象征。4月23日是加泰罗尼亚地
区的“圣乔治节”，节日期间，该地区的居民
有向亲友赠送玫瑰和图书的习俗。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4月
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本报综合）

关于“世界读书日”，你了解多少？

认真阅读认真阅读。。记者记者 张广玉张广玉 摄摄

从从““背篼图书馆背篼图书馆””到固定的图书馆到固定的图书馆，，书籍一直陪伴孩子成长书籍一直陪伴孩子成长。。 记者记者 张广玉张广玉 摄摄

昭通籍作家新书分享会现场昭通籍作家新书分享会现场。（。（昭通市文联昭通市文联 提供提供））

图书馆工作人员用背篼把书籍送到山区孩子手中图书馆工作人员用背篼把书籍送到山区孩子手中。。记者记者 张广玉张广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