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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网信办发布了

《关于加强数字中文建设 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发

展的意见》。数字中文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数字中国和教育强国总体部署的重要举措。

语言文字是人类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文明互鉴的

基础工具，也是国家重要的资源。加强数字中文建

设，能够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雄厚的语言资源基础

和强大的文化传播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古籍数字化保护与数

字文化方面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取得了

丰硕成果。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古籍数字

化进程，确立了古籍数字化在新时代古籍工作中的

重要地位。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发展，2022 年

国家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

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古籍保护的顶层设计，

明确以数字化和智能化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

型升级，使古籍传承从“纸质工程”逐步迈向“数字

基建”和“数字化产业”的新阶段。

古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我国已经

建成了古籍影像库、全文库和知识库 3 个层面的诸

多数据库，形成了产学研的良好生态。国内诸多馆

藏机构对珍本、善本古籍展开了大规模图像采集工

作，形成了包含数万种古籍的影像库。高校与企业

合作，建设了多种高质量图文对照的全文库与数字

化检索平台。通过古籍书目库，我们将历史上各种

历法统一为现代历法的时间本体库、历代地理实体

库以及古代数十万重要历史人物的人物库，从而基

本完成了书目、时间、地点、人物四大基本要素的系

统整理，成为古籍数字化宝贵的基础数据。

AI 等先进技术驱动的“数字古文”技术大放异

彩。我国在古籍的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开发

与应用也蓬勃展开。面向影像库建设的图像扫描与

修复技术，面向全文库建设的文字识别技术、人机

交互校勘技术、繁简转换、古籍自动断句与标点技

术，面向知识库建设的古籍分词、命名实体识别、实

体链接、机器翻译等技术都有众多代表性成果。我

国还有许多古籍尚未经整理和出版，目前智能辅助

校勘技术取得突破，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将大量的古

籍文献以众包的方式让专家与古籍爱好者在线校

勘，一年时间就可以完成数亿字古籍的图文校对工

作，大大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

AI 改变着古籍出版与使用形态，让古籍以新的

形态走近年轻人，走出国门。传统的古籍出版主要

采取影印本、标点本的形式，四大名著、唐诗、宋词

等文学经典始终畅销，而《二十四史》等大部头文献

受众相对较小，《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则以馆藏为

主。而数字化检索平台的出现不仅可以解决纸质图

书出版周期长、出版费用与定价高的难题，还可以

通过全文检索和统计，让用户快速地获取需要的条

目，让类书成为新技术条件下的“百科全书”。

大语言模型的蓬勃发展，也给古籍活化利用带

来了诸多新机遇。基于古籍的大模型开发，可以让

古籍文献的内容不再生涩难读，逐字句地解读古

籍，调取古代各种语言文化知识，翻译为现代汉语、

英语，大大降低了阅读门槛，有利于中小学古文教

育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数字中文建设的大潮中，以人工智能赋能古

籍，用智能校勘技术加快庞大古籍资料的系统整理，

开发高质量古代典籍知识库，推动大模型与机器翻

译技术应用，必将让千年文脉在智能时代焕发新生。

科学导报讯 5 月 11 日，由山西省中国画学会

主办的“与古为新———中国写意画作品展”在中国

美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专家

学者、参展画家代表近百人出席了当天的开幕仪

式，并与现场观众一起观展。

本次展览汇聚了 300 余件作品，既有公开征集

的 224 件佳作，亦有百余位名家的特邀力作。展览

以开放的姿态、严谨的评审机制，挖掘了一批兼具

传统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作品，展现了写意艺术在当

代的蓬勃生命力。业内人士指出，本次展览不仅是

对传统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探索。据悉，本次展览

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 朱慧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文君 张娜

K 文化信息
wenhua xinxi

姻 李斌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通讯员 冯利花

K 文化絮语
wenhua xuyu

文化人物K wenhua renwu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追光者以矢志不

渝的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李竹

华，这位从吕梁山村走出的新闻工作者，用

四十年如一日的读报之功，完成了从普通农

民到资深记者的蜕变，在墨香浸润中铸就了

不平凡的人生芳华。

故事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说起。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改革开

放的浪潮在广袤农村激荡出蓬勃生机。各级

党报以浓墨重彩的笔触，记录着时代变革中

的动人故事，传递着富民政策的温暖力量。

恰在此时，李竹华所在的孝义市后庄村迎来

了一件盛事———村里第一座图书阅览室落

成。这座充满书香的小屋宛如知识的灯塔，

瞬间照亮了李竹华的农闲时光。他一头扎进

这座宝库，如饥似渴地翻阅每一份报纸、每

一本书籍，尤其对那些反映农村新貌、贴近

百姓生活的报道情有独钟。在油墨香气的熏

陶下，一颗新闻写作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

根发芽。

随着阅读量的日积月累，李竹华不满足

于单纯的阅读，开始渴望用文字表达自己的

所见所感。他深知，写作是一场永无止境的

修行，唯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自己。于是，他

自费订阅了大量新闻写作书籍，开启了系统

的学习之路。从此，读报成为他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田间地头、集市街头，只要见

到报纸杂志，他都会驻足翻阅、沉浸其中。当

他的处女作在报纸上发表时，那份喜悦化作

更强烈的求知欲，激励着他在阅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为了写出有深度、有温度、有吸引力的

新闻稿件，李竹华踏上了四十年如一日的读

报征程。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来到邮局，迎

接新一天的精神食粮。若有一期报纸未能及

时阅读，他便会感到若有所失、坐立难安。在

他看来，读报不仅要品内容，更要悟标题。那

些精妙的标题设计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甚至比文章本身更具感染力。40 年来，

他坚持自费订阅《吕梁报》《山西日报》《山西

农民报》等，并将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报

纸精心装订成册、妥为珍藏。这些泛黄的报

纸不仅是他学习进步的见证，更是记录时代

变迁的珍贵档案。他还将自己发表过的文章

汇编成集，闲暇时细细品读，在字里行间重

温奋斗的岁月。

从最初专注于党报阅读，到后来广泛涉

猎各类文化书籍，李竹华的知识储备日益丰

厚、写作视野不断拓宽。在他的笔下，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温

暖人心。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笔为刃，

为农民发声，为乡村发展鼓与呼。那些质朴

而有力的文字如春风化雨，不仅为乡亲们解

决了实际问题，更让他成为十里八乡备受尊

敬的文化人。

四十年笔耕不辍，李竹华先后在省内外

20 多家媒体发表新闻稿件 3500 余篇，25 次

荣获“模范通讯员”称号，成为多家媒体的特

约记者。如今，岁月的沉淀让他褪去青涩，成

长为一名功底深厚的新闻老兵。他用一支

笔，架起了乡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用一份

执着，让墨香在时代的画卷中绽放光彩。

四十年光阴流转，读报早已融入李竹华

的血脉，成为他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这份

坚持，不仅为他带来了物质上的回报，更让

他收获了精神上的富足。在阅读与写作中，

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在墨香中绽放

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芳华。他的故事告诉我

们：平凡的坚持，终将成就非凡的人生；永恒

的热爱，必定绽放耀眼的光芒。

李竹华：读报见真功 墨香铸芳华

让古籍在智能时代
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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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削面在下刀时，需要将刀翘起，借刀

的弯度削面，使面片呈柳叶状。通过刀片上下

翻动可调节面的厚薄，前后翻动则能控制面

的粗细。”徐文强声音清亮，耐心细致地进行

教学，他希望将自己的手艺像师父王建军一

样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山西盛世餐饮旅

游技工学校面点实训教室内，20 余名学生全

神贯注，一堂精彩生动的面点实操课正在进

行。操作台前，面点教师徐文强动作娴熟，手

腕轻抖间，削面刀利落划过面团，薄如柳叶的

面片接连飞入沸水锅中。

徐文强告诉《科学导报》记者，因自己高

中学习成绩不理想，为谋个出路，选择了职业

教育，来到学校后，有幸成为了学校创始人王

建军举办的首届面艺传承班的亲传弟子，在

日积月累跟着师父学习的过程中，徐文强渐

渐读懂了师父办学的初心，留校任教当起了

老师。

在看到老师精湛的削面技艺时，中西点

23-032 班学生袁子翔激动地说：“刀削面是

山西面食的代表，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我希

望像老师一样，努力练习，争取也做出一碗地

道的山西刀削面。”

在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中西式

面点专业凭借深厚的教学底蕴与独特魅力，

成为广大学子争相报考的热门王牌专业。这

让本就出身面食手艺人的王建军倍感欣慰，

昔日指尖上的匠心传承，如今化作学子追逐

的理想之光，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生根开花。

“教育是点燃火种，不是灌满容器，每当

在学校里看到学生们，我就想起自己年轻时

候做学徒的日子，总会怀念这一路走来的点

点滴滴，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文化底蕴滋养，

我们培养的是既能操作现代设备，又能传承

优秀传统技艺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因为年轻

时与山西面食结缘，才萌生了传承山西面食

工艺的念头，并决定为此付诸一生。”王建军

感慨道。

革新课程体系，开发“山西文旅 IP 设计”

等 12 门省级精品课程；突破培养模式，与 200
余家企业共建“现代学徒制班”，实现“入学即

入职”；延伸社会服务，年培训农村转移劳动

力超 3000 人次，助力乡村振兴；洞察数字浪

潮，率先构建“智能化+数字化+数据化”三融

合的现代职教体系……从创立之初仅开设中

式面点专业起步，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

校历经发展，如今已构建起涵盖中西式烹调、

中西式面点、美容美发、计算机、机电一体化、

护理等在内的十一大专业，并造就了在校生

毕业前两年就有企业签约培养、毕业生就业

率连续 8 年保持在 98%以上的良好佳绩。此

外，学校还涌现出一批“全国技术能手”和“晋

菜推广大使”。

2024 年，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第

三届非遗面食传承人特训班开班，徐文强被

委以重任。从第一届特训班学生到第三届专

业教师，角色的蜕变不仅是其个人技艺的升

华，更承载着面食技艺薪火相传的使命。

在传承面食技艺的历史长卷上，如何让

古老技艺焕发新生？王建军目光坚定地说：

“我办校的初衷就是希望为这门承载着地域

文化基因的传统技艺搭建传承平台，让更多

人看见面食手艺的价值，避免其因人才断档

而逐渐式微。这不仅是我们作为手艺人对行

业的反哺，更是植根于血脉的文化自觉与责

任担当。”

匠心传技艺 扬帆育英才

“与古为新———中国写意画

作品展”在京举行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

太原市博物馆开展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文化惠民行动

科学导报讯 5 月 7 日，太原市博物馆分别以跨

越城乡、联动中外的“流动博物馆”主题活动，正式

拉开 2025 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文化惠民行动序

幕。从乡村田野到高校课堂，从非遗手作到云端观

展，太原市博物馆以多元形式践行文博使命，在传

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交融中探索文化共享新路

径。

据了解，此次“流动博物馆”主题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其间，太原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深入幼

儿园、中小学、军营、企业等不同场所，开展多主题

活动，积极打造“行走的文化课堂”。 王媛

5 月 4 日，在山西考古博物馆的“礼乐华
夏”展览上，吸引了不少考古爱好者的目光。
此次展览中的陶寺遗址中期城址模型，通过
投影数字沙盘技术，清晰展现了城址的布局
与结构。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陶寺遗址的魅
力与价值，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 4000 多年
前的古代都城之中。这种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不仅为展览增添了亮点，也为考古成果的展
示与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 姻 李铭超摄

投影数字沙盘
再现“陶寺遗址”

坚持读报的李竹华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