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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王思北、徐壮）记
者 29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 8 月 28 日至 29 日
在四川成都举办。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主题为“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在
会上介绍，本次大会对主题、内容、形式等各方面进行
了精心设计。除了开幕式和主论坛之外，将创新举办
网络文明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网络文艺与文化强国建设、人工智能、网络
执法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等分论坛，全方位宣介网络文
明理念、展示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大会主论坛将首次
发布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网络文明家风倡议等；
分论坛也将发布一批网络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为网
络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
示，网络文明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尺，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标准。这次大会将围绕如何推动网上网下精神文

明建设融合发展，如何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
化、精准化实施机制，如何动员社会各方面更多参与
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莉说，大会将举办
“未来之夜——让科技之光点亮网络文明”网络互动
引导活动，聚焦“科技+青年”主题，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和网络知名人士，对网络文明建设进行时代表达、中
国表达，引导广大网民将科技的力量转化为网络空间
向上向善的力量。接下来，将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
好筹备工作。

刘子立老师是化州市本土的歌词作家，在本
土原创歌坛大有名气！他以深情的笔触创作了
过百首以家乡为题材的歌词，他的创作热情之
高，以家乡为题材的歌词之多，对家乡的热爱之
深，在全国的歌词创作者当中不多见。

刘子立老师创作的歌词融入浓浓的家乡情，
词句朴实纯真，更显情真意切。他不但对家乡怀
着深深的热爱，还对家乡的事物观察入微，感受
至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街一路，亲
人朋友，都会被归纳到情感里融入到歌词中去，
既有深度也有广度，信手拈来都可写成一首流畅
隽永的歌词！

刘子立老师在创作的歌词当中，其特色是
本土的元素味道浓厚，无论是写乡情、亲情、爱
情等方面的创作，都带有浓厚的化州本土特
色。例如赞美白衣天使的歌词《芳芳姑娘》的
首句是：“一棵橘红树倒影鉴江碧水，一对鸳鸯
相亲相爱……”第一句入词的景象是橘红树和
鉴江！就连写伤心情感的歌词也汇入化州的
独特元素，《你骗了我真诚的爱》中写到：“鉴江
一阵风吹来，河边那棵橘红树飘着花香，可我
知道，我们的爱不在……”可以说，刘子立老师
创作的歌词每一首都带有化州的味道，歌词中
化州的元素就像织布的丝线，纺织成一首首动
听的歌曲！

在众多的歌词创作者当中，都会创作一些怀
念家乡的歌词，但像刘子立老师创作对家乡怀念
和热爱的歌词不停歇，保持饱满的激情真的很少
见。看他写的歌词可以体会到他心中那份热情，

《化州我的家》歌词是这样写：“化州啊我的家乡，
那里是我生命的摇篮，那里有我橘红花香！化州
啊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祖先的香火，那里有我年
迈的爹娘……”这样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想念，
感动人心！

看他创作歌词的题目，用化州两字的就有许
多：《化州美又美》《化州姑娘》《化州番石榴》《我
爱你化州》……化州市的橘红果是全国闻名的，
也是出现在刘子立老师的歌词里最多的一种家
乡果树，他通过写歌谱曲演唱的形式，不但抒发
了对家乡热爱的情杯，更是为橘红果的宣传和推
广产生良好宣传效果：“漫山遍野橘红花，飘香百
万家，阿妹爱上了你，洁白的橘红花。阿哥爱上
了你，美丽的橘红花，你像天使一样的姑娘！”《爱
你橘红花》的歌词把橘红花写活了！

刘子立老师写的歌词唱家乡是多维兼纵深
的，化州当地的风景、美食、历史人物、街道马路
都在他的歌词中出现，几乎每一首歌词都烙有化
州地方特色的印记！

刘子立老师自我介绍说，他创作歌词的时间
约五年多，成为了腾讯音乐人，已在QQ、酷狗音
乐发行了一百多首歌，还准备将所有的歌词结
集成书。他的创作量的确是高产，现在还保持
每年发行二十多首。以家乡元素为主线，并坚
持饱满的创作激情，在创作的路上不断奋进，用
歌声在全国唱响家乡风情，实属难得的一个歌
词创作人！

歌唱家乡情似火
■谭金鸥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将聚焦“弘扬时代精神共建网络文明”

新华社电 以“悦读引领 书香中国”为主题的
第 15 届“读者大会”日前亮相在山东济南举办的
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梁晓声、曹文轩、陈
晋、荣新江、王跃文、韩毓海、李洱、白茶等文化名
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本届“读者大会”由中国出版集团和山东大学
主办，通过主题讲述、思想对谈、师生对答、阅读体
悟和签赠互动等多种形式，分享阅读乐趣，引领阅
读风尚，助力营造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举办了“阅见天地心”主题演出，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分享《满世界
寻找敦煌》的创作感悟，带读者深入了解敦煌
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毓海围绕《风起陕甘宁》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陈晋聚焦《为什么是邓小
平》，带读者感受邓小平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
著名作家王跃文通过介绍长篇小说《家山》的
创作经验，反映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家曹文
轩、李洱和漫画家白茶与现场大学生读者展开
交流，探讨阅读的意义与魅力；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梁晓声分享阅读心得，鼓励读者通过阅读
让精神世界更加丰沛……

“读者大会”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国
出版集团发起的全民阅读活动，旨在倡导“读者至
上、享受阅读”，至今已连续举办15届。

（记者史竞男、萧海川）

“读者大会”亮相第32届全国书博会

新华社南京7月29日电（记者王珏玢）在地球
演化的长河中，生命如何从简单到复杂，一直是科学
家探索的谜题。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对我国华北
燕山地区15.6亿年前的一类圆盘状化石进行了综合
研究，发现这类知名的疑难化石并非此前所认为的
多细胞真核生物，而是微生物形成的群落。

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前寒武纪时期的远古化石
提供了重要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地质学会杂志》上。

参与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陈凯博士介绍，前寒武纪时期的圆盘状化
石是广泛存在于地球早期地层中的一大类远古化
石。它们形态简单，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有的体
长仅几毫米，有的体长数厘米，甚至可以达到鸡蛋
大小。过去，科学家依据个别化石的微观结构和
内部成分特征等，笼统地认为它们可能是多细胞
真核生物。

此次，研究团队对我国燕山地区 15.6 亿年前的
466个圆盘状化石进行了形态测量、显微观察和矿物
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化石的内部并未发现细
胞结构，而是存在由白云石、黏土矿物、有机质等组
成的明暗交替的纹层。这些特征均表明，早期的圆
盘状化石并非多细胞生物个体，而是由一种或多种
微生物及其胞外基质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生物学
中所说的微生物膜。这种微生物膜在地球历史早期
可能分布很广，可以为微生物提供更适宜生存的微
环境，有助于其在极端环境中存活。它们在现代微
生物学中也并不罕见，可以形成各种形态规则的宏
观结构，如圆形、树枝状等。

“这项研究不仅纠正了我们对这些古老化石的
误解，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理解前寒武纪生命形式
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更多类似研究的深入，我们
对地球生命早期演化的理解将更加深刻。也许在未
来，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描绘出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
壮丽图景。”陈凯说。

我国科学家破解15.6亿年前“圆盘化石”身份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