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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家博物馆入围
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文旅厅获
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官网日前
发布《关于命名 2021至 2025年
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决
定》，命名 800家单位为 2021至
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

此次入围博物馆名单中，包
含博物馆、纪念馆 166家，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消防博物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
馆等入选。河南省入选的东方
红农耕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
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立足自身办
馆特色，在科普教育方面做出了
积极努力与探索。

河南省“豫见民宿”
美术作品大赛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用艺术点亮乡村，“民宿+
美术”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由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省
美术馆承办的河南省“豫见民
宿”美术作品大赛正式启动，4月
15日起，面向全省征集反映河南
民宿及相关人文历史、自然风光
的优秀美术作品。

本次大赛旨在倡导艺术家深
入基层、深入乡村，用画笔表现民
宿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现河南文
旅的风土人情和艺术情怀，创作
一批反映河南乡村美景的优秀美
术作品，并于2022年11月在河南
省美术馆举办专题展览。

大赛征稿时间为 4月 15日
至 9月 15日，征集画种包括：中
国画、油画、水彩（粉）画、版画。
作者须实名投稿，每人限投 2幅
作品，参赛作品应为实地写生创
作作品，原作长、宽不超过
120cm（内框、画芯尺寸）；参赛作
品须取材于河南省各地民宿及
相关人文、历史、自然风光，表现
中原绿水青山的大好河山。有
意参赛的作者可将作品清晰照
片和作品登记表寄至河南省美
术馆，并同时将投稿作品照片电
子版和作品登记表电子版发送
至投稿邮箱msgzlb@126.com。

本次大赛设立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6名，三等奖 12名，优秀
奖20名，共遴选200件作品入选
展览。大赛获奖作者将获得由
10家精品民宿提供的体验套餐
奖励，除此之外，一二三等奖获
奖者将分别获得 10000元、5000
元、1000元奖金。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印发

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让古籍“出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让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工作水
平有效提升，古籍保护传承、开发利
用成效显著，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古
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
突出，古籍事业繁荣发展。

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持续推进
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和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加强基础
信息采集，完善书目数据，编纂总目
提要，摸清国内外中华古籍资源和
保存状况。加强古籍存藏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保存条件，做好异地、异
质灾备保护，确保古籍资源安全。加
大珍贵古籍保护力度，开展国家、省
级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
选工作，对入选的古籍和单位实施动
态管理。制定古籍类文物定级标准，
国有古籍存藏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完
成古籍类文物定级建档工作，加强古
籍类文物保护。提升古籍修复能力，
加强濒危古籍抢救性修复。加强国
家版本馆古籍版本资源建设，做好散
落失管古籍的征集保藏。推动少数
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

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
能力。根据不同类型古籍的具体情
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
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加强传
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
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
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
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推
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整理研究
和译介出版。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
论研究，总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完善我国古
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
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

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
理。编制实施国家古籍工作中长期
规划，建立健全多层次规划体系，做
好古籍分类分级保护和分类分层次
整理出版。完善古籍项目立项、成
果出版的同行推荐和专家评审制
度，加强对古籍工作专项经费和有
关文化、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古籍项
目的统筹协调，健全古籍项目绩效
评估制度。加强古籍工作标准体系
建设，制定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完善
古籍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
等工作规范，健全古籍公共服务、出
版物、网络服务等质量检查制度。

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
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
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
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
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促进古籍有效利用。统筹好古
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各
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在加强古籍保
护的基础上，提升利用效率。完善
古籍资源便捷使用机制，鼓励古籍
存藏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古籍资源
服务，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水平，
激发古籍保护利用工作活力。加强
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成果的整合利
用，建设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
统，着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

推进古籍数字化。建立健全国
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
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
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加强古籍
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
化资源汇聚共享。支持古籍数字化
重点单位做强做优，加强古籍数字化

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统筹古籍数
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
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展
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
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
整理利用转型升级。

做好古籍普及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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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
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提
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做好经典古
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积极倡导古
籍阅读，开展经典古籍优秀版本推
荐。加强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制作
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服务。支持
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
单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鼓励
古籍文创产品开发推广。加强古籍
工作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海外
文化平台开展古籍对外宣传推广活
动，加大展示展销力度，推动古籍图
书对外版权输出，做好中华优秀典
籍翻译出版工作。

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进一
步优化我国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
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完善涵盖古
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
化的古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深化
古籍学科理论构建，编写专业教材，
强化实践教学，鼓励在文史哲、中医
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
献相关教学内容，鼓励有条件的院
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古籍兼修的
古文献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学科交
叉融合，推动古籍学科与材料技术、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学科融
合发展。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籍

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专业机
构建设，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
模，加强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力量，健
全少数民族古文字人才传承机制，
建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专业人才学
术交流平台，加强古籍专业出版队
伍建设。完善用人机制，保障古籍
工作相关人员工作待遇。强化古籍
人才培训，实施古籍人才培训计划，
设立全国古籍人才培训库，建设古
籍人才培训基地和古籍整理研学一
体的培训平台。健全评价机制，科
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
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
果评选推荐工作。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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