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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举行
表彰16位获奖人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6月 17
日，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
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
12个国家的16位获奖人。各位获奖人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向国际社会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
中国形象；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创作、翻
译、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
拓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增
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
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
以来，共表彰了63个国家的219位翻译
家、出版家、作家。

2024年的网络文学创作新特点
现实题材创作影响力持续扩大。全

年新增17万部作品，文笔更加注重细节，
着力表达现实的真实与厚重，体现出对文
学性的自觉追求；“年代文”风行，更多作
品采用基层人物的视角，用小切口表现新
时代。其中《滨江警事》以基层水警视角
见证时代变迁，《一路奔北》借北斗卫星研
发书写科学家精神，《重回1982小渔村》
用温暖笔触描绘平凡生活。

科幻创作依然火爆。科幻题材作品
新增18万部，涌现出诸多精品，多部作品
获得银河奖、星云奖。其中《故障乌托邦》
探讨人机伦理，《天才俱乐部》畅想多维未
来，网络科幻正加速走进主流视野。

“Z世代”成为创作生力军。全年新
增注册作者约280万人，新增签约作者
35万人，其中近四成为“Z世代”，“00
后”占比约20％。2024年有82位网络
作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最年轻的仅25
岁，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

网络文学作品精品迭出的同时，
网络文学读者圈层也在持续扩大、品
味升级，一方面用网络文学阅读点亮
多彩生活，一方面又以个体经验参与
网络文学创作，以共读共创的文学生
态助推新大众文艺。

老中青三代读者正共筑全民阅读生态
请看一组网络文学读者画像：性

别结构均衡，男女比例相当；年龄结构
多元，核心阅读群体为 26至 45岁读
者，约占全部读者的 50％；“00后”年
轻读者占比近 25％，是拉动阅读增长
的有生力量；45 至 60 岁读者约占
15％，比重持续上升；60岁以上的阅
读群体明显扩大，占比已超10％。

值得一提的是，“银发族”的阅读参
与极大拓展了网络文学的题材内容，老年
生活、老年主角在网络文学中开始显现。

2024年，网络文学 IP改编热度不
减，年度新增各类改编授权约3万项，
下游产业链充满活力。

微短剧狂飙突进。“短剧化”在
2024年成为网络文学 IP转化的发力
点，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市场规
模 504 亿元，首次超越同年电影票
房。全年新增网络文学微短剧改编授
权超1600部，同比增长81％。

动漫游戏持续发力。全年新增动
画改编授权 80 余部、漫画改编授权
400 余部。《斗破苍穹》《仙逆》等“年
番”陪伴式成长，《黑神话：悟空》全球
风靡展现国产单机游戏潜力，为中华
文化展示打开新窗口，带动《凡人修仙
传》等网文 IP启动游戏项目开发。

“谷子”经济兴起，撬动下游产
业。实体衍生品销售火爆，《诡秘之
主》《全职高手》等作品的角色徽章、亚
克力立牌、盲盒等热销，成为 IP产业

链重要新增量。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成绩亮眼
此外，从“内容输出”到“生态扎

根”，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成绩亮眼——
海外活跃用户约 2亿，新增注册用户
3000万人；《诡秘之主》《我们生活在南
京》等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庆余年2》
通过迪士尼实现全球同步发行，《与凤
行》在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播出，

“C－Drama”掀起中华美学收视热潮。
当前，网络文学创作在繁荣发展

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部分网络小说套路化严重，缺乏创
新内核，低俗、媚俗、庸俗问题仍然存
在，不仅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制
约了网络文学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中国作协通过主办全国重
点网络文学网站负责人培训班、网络
文学创作出版培训班等，深化对从业
者的价值引领。行业也对优化产业生
态达成共识，抵制“唯市场论”“唯算法
论”，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制胜”，
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愉悦读
者、引领风尚。

从国内“破圈”到海外“圈粉”，中
国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创作群体、海
量的作品储备和日益增强的文化辐射
力，正成为新时代文化版图中不可或
缺的有生力量。

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公布
郑州百余所中小学入围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6月16日，
记者从省校足办获悉，为加快推进校园
足球高质量发展，经有关学校自主申
报、专家评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推荐、社会公示，教育部认定并命名
2024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5889所。

其中包括金水区建业小学、郑州四
中实验中学、郑东新区龙华小学等郑州
市百余所中小学入围，另外，来自开封、
洛阳、安阳、新乡、平顶山、濮阳、许昌等
地市的特色足球学校也入围。

用户规模达

网络文学创作涌动文化强音
5.75亿人

新华社南京6月17日电 键盘轻响间，一个全民书写、世界共读的“网文江湖”正澎湃着新时代的文化脉动。
中国作协17日在江苏盐城最新发布的《2024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中国网文用户规模达5.75亿人，年度新增

作品200万部，营收规模约440亿元。

曼妙舞姿开启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

本报讯 节奏欢快的《幸福节
拍》、灵动矫健的《龙舞中国》、充满河
南元素的《大中原》，6月17日下午的
河南省职工文体中心篮球馆内，随着
3支不同风格的舞蹈先后上演，2025
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在这里正式
启动，作为本次大赛项目之一的广场
舞公开赛也同步揭幕。

今年的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
由省体育局、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
总工会、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妇联、
省卫健委、省农业农村厅、省体育总
会及各地人民政府等多部门联合主
办。大赛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健身需
求，设置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
乒乓球、网球、自行车、游泳、广场
舞、健身操舞、钓鱼、电子竞技、城市

定向、跳绳共14项群众喜闻乐见的
体育项目，整个活动将持续到12月
份。5月份，大赛的第一个项目钓鱼
系列赛已经先期启动，到目前已经
举办了两站。广场舞公开赛是今年
健身大赛举行的第二个项目。

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孙
甜甜告诉记者：“今年的大赛我们
选取了 14个普及度高、深受欢迎
的项目，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群众
的参与度。采取了‘9+1’，即 9个
省直单位+各地政府共同主办的模
式，为的是把比赛办到全省各地，
办到百姓身边。”

启动仪式后，广场舞公开赛随
即展开。这项比赛分为线上、线下
两个部分，设置了健身秧歌、鼓舞、

民族健身操舞、现代健身操舞、东
方舞、芭蕾舞、曳步舞、啦啦操等多
个项目。其中，线下比赛吸引了38
支代表队近 600人参赛。比赛共
历时两天，将于 18日上午产生各
个组别的优胜队伍。
本报记者 郭韬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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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迎战中超卫冕冠军
拉莫斯信心十足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6月18日晚
上，河南俱乐部酒祖杜康队将在航海体
育场完成一场中超的补赛，对手是卫冕
冠军上海海港。尽管对手实力强劲，但
刚刚在主场击败排名第二的成都蓉城，
主教练拉莫斯和队员都信心十足：“对
手是一支强队，但我们也做好了充分准
备，会去争取好的结果。”

这场补赛，对于双方来讲都意义重
大，上周六才在主场拿下成都蓉城，如
果本轮在卫冕冠军身上实现两连胜，那
么可以想见河南杜康的士气能够得到
怎样的提升，拉莫斯也可以迅速赢得外
界信任。目前离榜首的上海申花差距
高达 7分，如果在郑州还不能取胜，那
么海港的卫冕之路会更加艰难，甚至可
以说将就此退出夺冠行列。

来到河南一个多月的拉莫斯给河
南杜康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就是大打
攻势足球。从5月初接手球队到现在，
他带队的 4场联赛，河南队总共打进 9
球，仅比之前 9场比赛的进球总数少 2
个，但与此同时，4场比赛丢球数也多
达 8 个，场均 2 个。“努力比对手多进
球”，是拉莫斯的足球哲学。而与火力
强大的上海海港交锋，双方将上演一场
怎样的对攻战，令人期待。

炎热天气下的密集赛程，对队员的
体能消耗非常大，不过拉莫斯对队员的
恢复情况还是很满意，认为达到了比赛
要求，赛前也表达了对胜利的渴望。18
日晚上的这场对攻大战，河南的前锋能
否延续上佳状态惹人注目。此外，面对
拥有莱昂纳多、古斯塔沃、加布里埃尔
等优秀外援，迈达纳领衔的后防线能否
扛住打击也是重要看点。

现场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