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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张竞昳）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即日起至 11月，我省将发挥教
育系统优势，通过省地联动、家校社
联动等方式整合资源，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包括特色主题阅读、“社长
（总编）荐书”、线上社会大讲堂、数
字阅读分享4项子活动。

“特色主题阅读”将深入挖掘区
域资源，设定不同主题开展全民阅
读季、读书月、读书节等活动，打造
符合当地实际、适应群众需求的品
牌阅读活动。结合青少年读书行
动，开展“我和家人同读书”“书香社
区全民爱阅读”活动。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协调组织有条件的普通高

校、职业院校、开放大学、社区大学、
社区学院（社区学校）、老年大学（老
年学校）、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科普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开放共享
学习和教育资源。

“社长（总编）荐书”依托中央部
门、地方以及高校出版社，推介“百家
出版社社长推荐百本好书”活动，以
专业力量引导全民阅读。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开展名家领读行动，邀请科
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专家学者，大
国工匠和榜样人物等开展领读指导；
开展家庭亲子阅读行动，引导家长重
视阅读并提高阅读指导能力，传播亲
子阅读理念，涵育家庭阅读风尚。

“线上社会大讲堂”利用社区教

育和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及各类终身
学习服务平台，整合数字化学习资
源，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满足不同
人群学习需求的公开课、讲座等。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省市联动，
集中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中国
社区教育网、中国老年教育网、国家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中国
成人教育协会网站、全民终身学习
公共服务平台等载体的引领作用，
扩大学习资源开放共享。

“数字阅读分享”依托国家开
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全国老年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制作汇聚一批数
字化资源，开展专家荐书、导学导
读、读者交流、读书征文等活动。

田中禾原名张其华，1941年出
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唐河县有着
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来自民间的
文化营养与艺术熏陶十分丰富。
他在高二时完成了童话长诗《仙丹
花》，在 1959年 5月以笔名“田中
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
6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田中禾出版
有长篇小说《匪首》《父亲和她们》
《十七岁》，中短篇小说集《月亮走我
也走》《印象》《轰炸》《落叶溪》《故园
一棵树》等，散文随笔集《在自己心
中迷失》等。曾荣获全国第八届优
秀短篇小说奖，获《上海文学》《天津
文学》《莽原》《山西文学》《世界文

学》等期刊文学奖，以及第一、二届
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田中禾先生还是一位文学组织
者与参与者，他曾历任河南省文联副
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
席，第五、六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田中禾以思想深邃、形式创新、
文笔优雅著称。作品多以故乡为背
景，个人情感为题材。浓郁的乡土
气息、丰厚的地域文化，人性的关
怀、优美的文笔、诗意的氛围，形式
上的开放、创新，构成了田中禾的艺
术特色。人性的视角、个体的立场、
批判的意识，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
使他的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

河南启动“全民阅读活动”
将开展特色主题阅读、数字阅读分享等4项子活动

河南作家田中禾逝世
他是河南文学代表性人物之一，作品《五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7月25日，著名作家田中禾先生在郑州去世，享年82岁。
7月26日，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协发唁电称：“田中禾先生是我国

当代著名作家，河南文学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一生辛勤笔耕，成就卓
著，《五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河南文学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田中禾先生的逝世，是河南文学的重大损失。”

据田中禾女儿张晓雪发出的信息显示，尊重父亲生前意愿，不举
行任何告别、悼念仪式，不举办任何纪念会、追思会。不发讣告。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郑州晚报》在建设郑州城市
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
是报纸版面本身的价值，而且最重
要的是，它为郑州的文化人提供了
一个阵地。”2009年，田中禾在出
席郑州晚报主办的《一张报纸与
一座城市的 60年情缘》新书首发
式及研讨会时，回顾了他与《郑州
晚报》的情缘，“我最初发表文章
也是在《郑州晚报》，这么多年来，
我与副刊编辑都成了好朋友，可
以这样说，我是通过晚报逐渐成
长起来的。”

2011年 5月，在《郑州晚报》成
立 62周年、改版 9周年之际，田中
禾再次深情寄语：愿《郑州晚报》
张扬信仰的宝贵，让读者从这儿
获得一份精神上的坚定；愿《郑州
晚报》宣示发展的重要，让读者从
这儿获得一股改变现状的精神力
量；愿《郑州晚报》传扬艺术的美
好，让读者从这儿获得一份精神
上的享受。

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陈泽来
曾在《郑州晚报》副刊担任编辑，他
回顾说，那时候田中禾先生住在农
业路与南阳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
孙方友先生和墨白先生偶尔召集
文友小聚，总能见到他和蔼的面
容。“清晨惊闻田中禾先生仙逝，心
里十分难过，黯然神伤中，从书橱
里抽出先生的几本书默默地翻阅
了好久”。

“中禾，你微笑着拿出《五月》，
等着一个两个百个千个的人的摊
牌。中禾，你像火车，承载着小说、
诗歌、散文、随笔，还有流行歌曲呼
啸而行！”惊闻田中禾先生仙逝，作
家赵富海也默默写下文字悼念。

他的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

与《郑州晚报》的不解情缘

田中禾为《郑州晚报》题字

培养阅读兴趣
建设书香社会

《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
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

陆铭、杨汝岱 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06月

《星空与半棵树》
陈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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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大国转型与发
展的视角，从对外开放与全
球化、中央与地方间的行政
关系与财政关系、所有制改
革产业政策、生产要素市场、
金融和资本市场、经济结构
与转型、收入分配，以及中国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文化基因
等方面展开论述，探讨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学。

小说讲述了由长在两家地
畔中间的百年老树被偷引发的
各色人物矛盾冲突，进而牵连
多个家庭，产生诸多事件，展现
了10余年间基层社会的众生
万象，以中国式审美方式诠释
了人与自然这一宏大命题。

《地名里的中国》
《国家人文历史》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

本书按照地名得名的内在
历史、文化逻辑进行分类，通过
地理、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
角度探究地名背后的人文底
蕴、文化根脉，梳理了地名的历
史渊源和演变规律，阐释了地
名中蕴含的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