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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河流生命共同体 贡献女性智慧与力量

■ 李慧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
献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关
键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已经深刻改变
了文献资源建设的格局，极大地推动了文献收藏
和信息服务机构的转型升级。众多图书馆通过引
入虚拟现实、人机交互、视频展播等先进技术，为
用户带来了多主题、多维度的互动体验。例如，国
家图书馆通过数字图书馆体验区，运用虚拟现实、
人机交互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互动
活动；首都图书馆则打造了数字文化社区，嵌入了
新型数字阅读设备，旨在引导用户熟悉并享受数
字化、网络化的阅读方式，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公
共文化数字学习空间。

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中国化文献收藏和信息服务机构也应紧跟时
代步伐，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不断优化文献
资源的整理与挖掘、高质量内容供给、用户体验提
升以及长期保存与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这不仅有
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
高质量建设，更能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事业的全面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整理和挖掘效率

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
技术以其快速、准确的优势，在海量文献处理方面
展现出卓越的效能。

首先，充分利用先进的数据库和云计算技
术，提升文献资源的存储和管理效率。这不仅极
大地节省了物理空间，更使得文献资源的检索和
查阅变得异常便捷。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
国化文献资源建设上，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对这些
文献进行深度分类、整理与挖掘，实现海量数据
的快速、高效整合，进而构建一个全面、系统且易
于访问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
知识库。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文献资源的检
索与利用方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文献
资源的检索功能更为智能化，使得用户能够基于
个人需求快速定位相关的文献资源。这对于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建设而言，意
味着文献检索的准确性和效率会得到显著提升，
文献资源的利用也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此外，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文献资源的
深入分析提供强大支持。AI可以对文献中的关
键词、主题、观点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提炼，在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
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快速准确地把握文献的核心内
容。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和探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高品质的内容供给

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传统获取与利用方式，
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文献资源的呈现方式和交互性
的提升。这为构建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文献资源供给体系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进行可视化展示，从而使
读者能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文献内
容。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
现实（MR）、扩展现实（XR）等技术，可将原本静
态的文献内容动态化以多媒体形式生动呈现，为
读者提供一种生动、直观、互动的高质量资源供
给方式。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交互性可以为文献生
产者与使用者搭建起一座密切沟通的桥梁。通
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能够深入分析用户
的需求和偏好，进而为文献生产者提供精准的信
息反馈。这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文献生产模
式，确保了文献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构建高
品质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供给
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用户的体验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借助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先进手段，可以为学术研
究、教育传承以及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提供坚实且
丰富的文献支持，助力多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在学术研究领域，利用数字技术的智能算法
和大数据处理能力，可以为研究者快速定位到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相关文献。同时，还便于研
究者通过数字技术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和数
据挖掘，更好地理解文献核心，为学术研究提供坚
实支撑。

在教育传承领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处理为教
学和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通过数字技术的智
能推荐系统，这些文献资源能够为学生量身打造
个性化、高效化的教学资料和案例。

在社会性别平等倡导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处理，为倡导组织和个人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后
盾。通过数字技术系统整理与深入挖掘这些文献，
人们能更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的独特历程和鲜明特色，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妇女运动实践与经验，了解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关
键作用和积极影响。这对于推动性别平等、保护妇
女权益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和保护

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的珍贵文献资源进行高质量的保存，有效
规避物理损坏和遗失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首

先，要构建一套系统且完善的文献资源数据管理
体系。这包括集成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和智能化
算法，打造专属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
献资源数字化平台；建立高效且安全的数据流通
体系，确保文献资源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访问
性。其次，要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
制。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作者、文献收藏和
信息服务机构、出版机构以及用户之间的沟通与
协作。这种跨主体的紧密合作有助于构建一个多
方参与、信息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体系，为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建立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基础。

然而，尽管数字技术在文献资源建设领域带
来了诸多便利和效率提升，同时也伴随着隐私保
护、版权问题和技术更新等一系列潜在挑战和风
险。为了确保文献资源的安全性、权威性和准确
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
的管理过程中，需着重构建两个关键体系。首先，
建立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
数据安全责任体系是基础。这一体系需贯穿数据
采集、存储、传输及使用的全过程，并明确各环节
的权责划分。同时，应完善数据管理、知识产权保
护、网络安全防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以严格规范数
据资源的获取、利用标准。其次，搭建全面系统的
全流程监管体系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文献资源权威性和准确性的关键。该体系需覆
盖从文献收集、整理、审核到发布的每一个环节，
进行严格监管和质量控制。

总之，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实现数字技术
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的深度融
合，已成为推动该领域文献资源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提供高品质的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内容，增强用户
体验并加强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与保护工作。展
望未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建
设将逐渐在“互联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文献资源”和“数字+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文献资源”等更广泛的领域不断拓展。这一进
程将为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多元、
更丰富的解决方案和机遇。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发展学院）
注：本文为中华女子学院思政教育专项“高校

图书馆党史学习教育的育人机制研究”阶段性研
究成果（项目编号：ZKY20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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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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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鹏

大自然深情而坚定的守护者里，从来不乏女
性的身影。无论是1957年去非洲坦桑尼亚丛林
中观察黑猩猩的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还是
20世纪60年代为人类敲响生态警钟的美国海洋
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还是印度深山里勇敢而坚
定的“抱树运动”女性参与者，她们都为保护地球、
建构生态文明贡献了女性的智慧与力量。

文学与精神的返乡之旅

这场写作始于肖辉跃老师的返乡揭秘之旅。
“2009年，在外打拼了十几年的我开始把目光重
新投向家乡。”在重新看到儿时记忆中的鹭鸶、喜
鹊时，她触发了返乡的念头。为了弄清楚鹭鸶和
喜鹊回归的原因，她踏上了靳江的“寻鸟之路”。
当然，返乡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省亲，而是停
驻、重新进入生活，甚至泛舟溯源式的深入探索。
2016年，她划着小木船开启了靳江中上游的“家
乡博物之行”，一场溯江而上的精神的流放、冒险
与回归也同时展开。

肖辉跃赋予靳江河畔的一切生物与人同等的

情感和价值，她视靳江的万物有灵，以一种博大的
爱关照它们。她对于破坏荒野平衡、破坏河域鸟
类鱼类的行为含蓄地批判。

她观察到一颗鱼卵历经磨难，成为受精卵，经
河水冲刷、岩石撞击，躲过青蛙、鸟类的围追堵截，
侥幸从渔民的“摆捞”中逃离。生命的实现何其艰
难，肖辉跃生出感慨：“保护鱼儿吧，就像保佑我们
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也是一群一直
在寻找回家方向的鱼。”

她记录了“一只早醒的蛤蟆蹲在叶片上发呆，
似乎还在回忆冬日的美梦”；她观察到“温柔的杀
手”棕背伯劳就地选材，聪明地分割大型食物喂
养子女的身影。她为自己敌对地对待一条误入
家中的白节蛇而反思：“那一刻我真是羞愧无比，
该钻墙洞的是我而不是它。自始至终我都恶狠
狠地瞪着它，防范它，想着如何结果它的命。而
它进来完全是出于本能。”在与黄蜂的几次交锋
中，她感受到了“双面”黄蜂彬彬有礼的一面：

“大家都是自然之子，和平共处，才能保证每个人
都有花采。但就它们对花的态度，如果站在花的
角度，一定更欢迎这样的访客。它们对每朵花都
一视同仁，就是在残花面前都表示出惯有的热
情，没有半点儿地嫌弃。”

书中也呈现了靳江河畔民众朴素的生态智
慧，如渔民谚语“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
中”，“受熏陶”的家人制作的护鸟宣传招牌“劝君

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等。肖辉跃对于农
药的使用非常谨慎，她“鸟托邦”的果园坚持不打
农药，哪怕树皮千疮百孔，也等虫子的天敌来解
决。书中也记录了人类的行为，多数是与自然为
善的村民、渔民。事实上，偏于一隅的宁乡市靳江
河段，依然保留着淳朴的民风。

文学与“技术”的交融

在自然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之外，肖辉跃还是
一名专业观鸟人。讲座现场，我见到她穿着一身
户外迷彩服，踏着轻盈的户外运动鞋，举手投足之
间活力而坚毅。一听到观鸟人的名号，我们首先
想到的是捧着专业摄像机的形象。的确，肖辉跃
的观鸟写作也借助了专业设备，进行了细致入微
地观察。她展现的群鸟图纤毫毕现。这形成了肖
老师文学写作的“技术优势”。同样处于科学家与
作家的交叉身份，蕾切尔·卡森曾自信地评价自己
是“相对而言比较稀少的人才”，肖辉跃的跨界身
份也为其写作赋予了独特性与稀缺性。

观察是写作者最基本的技能。一个能充分打
开触角去观察世界的人，才能从外部世界获得丰
富精彩的感知，才能体察自我主观世界里的情感
波动，完成自我检视和反思。肖辉跃十年如一日
地观察一段河流，此种专注而深情的行为，在今
日追求“快爽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中，
已是罕见的人类经验样本。肖辉跃手中的摄像
机和内在的观察力，叠加了她非凡的写作才华：
别的写作者往往写来乏味的场景，在她笔下鲜活
而生动。鸟儿们栩栩如生，靳江河的生命熠熠生
辉，书的每一章节可谓风物观察写作的典范。阳
春三月，普通的燕子南归，被她写得极富诗意：

“它们排着队站在电线上，一个个轮流趴到巢边
去瞧一瞧旧居，然后聚到电线上，不停地互换位
置，仿佛还在回味去年兄弟姐妹挤在小巢中的快
乐。作为多年的老邻居，燕子很懂乡下的规矩
——绝对不会忘记老东家。老燕子通常会带小
燕子到堂屋里转几圈，叽叽喳喳热闹好几天，像
是要把这半年来的行踪及见闻，事无巨细地向主
人汇报。”

仅技术的加持、细致的观察不足以成就伟大
的作品。按时序安排的文字流中，读者随处可感
触到作者的诗心诗情、丰富的想象力与充沛的情
感力。生态保护者的勇气与爱鸟人的纯粹交相辉
映、人文关怀与技术专业性相得益彰，使得这本书
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精密观察与细腻表达共同成
就了这部生态写作。

《穿过云层的鱼》是诗意绵密的章节，浪漫的
标题独一无二。肖辉跃写一次泛舟出行：“撑船人
老刘留着白胡子，戴着白草帽，穿着白外套，撑着
小木船，从大屯营桥下缓缓而出，就像仙境里飘来

的太白金星。”“仙气”飘飘，令读者心荡神摇。河
水像玻璃一样透明：“天上的云在丝草与树梢的倒
影间流淌，偶有挂住的小朵，就像游累了在歇息的
鱼儿，而一列列的鱼群就在云朵间钻来钻去，闪着
白边，又像鸟群在天空盘旋。我伸手一捞，云和鱼
就从我指缝里游走了。”船仿佛在空中一样，头上
是云，船底下也是云。渔民每日捕鱼都像到天上
游了一趟。原来，天空之境，不必远赴青海的茶卡
盐湖，也不必飞往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小镇，
只要你足够敏锐、细致观察与身心释放，家乡亦是
梦境、是仙境、是天堂。

守护大自然的女性身影

肖辉跃与美国生态文学的开创者蕾切尔·卡
森有诸多共同之处，她们都热爱文学、具有丰富的
鸟类知识、向往大海与大自然、对生命敬畏，但两
个人的写作背景有很大差异。《寂静的春天》写于
生态危机显露之际，卡森生长的时代是美国工业
文明的负面影响开始表现并日益严重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业界为开发经济而大量
砍伐森林，破坏自然，三废污染严重，尤其是农业
部放任化学工业界开发DDT、狄氏剂等剧毒杀虫
剂，不顾后果地执行大规模空中喷洒计划。死神
从天降临，化学毒性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诱发癌
症和胎儿畸形等疾病，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与良
知，卡森的写作成为讨伐政府官僚机构和商业利
益集团的行动序章，是为美国社会和整个世界敲
响的警钟，批判意味鲜明。

而《醒来的河流》的批判意味并不明显，在《解
救一只山斑鸠》中，肖辉跃只是隐隐地指责那些职
业捕鸟人：“这群人已习惯低头生活，不会抬头仰
望天空或竖起耳朵倾听斑鸠的歌声。”但在拯救与
保护的行动中，她表现出守卫者的智慧与勇气，与
各色捕鸟者斗智斗勇。从2014年年初第一次拆
鸟网，到2018年年底，她一共拆除了85个鸟网，
同时，她也表达了个人抗争力量的有限。肖辉跃
的写作发生在21世纪，中国的生态与环保意识已
得到普及，法律与制度建设循序推进，环境治理也
取得一些成效。但现实中对于乡村自然资源的无
序占用、开发、破坏仍隐秘地存在，“醒来的河流”
仍需要接受“时间之河”漫长的考验。

始于返乡的旅程，盛于家乡母亲河畔“鸟托
邦”的构筑，肖辉跃的观鸟、写作事业在这个过程
中重获新生，使得醒来的靳江流向了广袤的读者
世界，这既是个人精神世界的重塑、疗愈，也是对
人与自然、母亲河文明等古老命题富有地域特色
的文字挽回。在《醒来的河流》中，读者感受得到
肖辉跃对梭罗先生、卡森女士的致敬，而她的写作
也将成为优秀的生态文本。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中文系）

2024年4月24

日，“三湘第一女鸟人”

肖辉跃女士的新作《醒

来的河流》获第七届“中

华宝石文学奖”。该奖项是

中国自然资源题材文学领域的

最高荣誉奖项。在第53个“世界

环境日”来临之际，让我们跟随

《醒来的河流》见证靳江及靳江

两岸的鸟兽鱼虫、花草树木、人

文风情等人与自然的故事，感受

人与河流、动植物之间和谐共生

的关系。

肖
辉
跃

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发布了《世界就
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5月更新版）》。

该报告预测，2024年的全球失业
率将从2023年的5.0%降至4.9%。相
比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1月在《世界
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中预
测的5.2%，这一最新预测代表着今年
全球失业率将有所改善。

尽管就业前景转好，该报告仍然
强调了就业机会的持续缺乏。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4年全球
“就业缺口”（jobs gap, 有意愿但未
就业人数）为4.02亿人，包括1.83亿
被视为失业的人员。

在亚太地区，2023年的就业缺口
达到了1.64亿，其中包括有意愿就业
但由于照护职责而无暇求职的女性。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5
月更新版）》中的详细数字表明，女性
因缺乏机会而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更是如此。

低收入国家女性的就业缺口率达
到惊人的22.8%，男性为15.3%，这与
高收入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
些国家，女性和男性的就业缺口率分
别为9.7%和7.3%。

这些差异只是“冰山一角”，因为
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明显多于
男性。报告发现，家庭责任是男女就
业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2024 年，全球有 45.6%的工作年
龄女性实现了就业，而男性的比例为
69.2%。

即使女性实现了就业，她们的收
入也往往远低于男性，尤其是在低收
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如果男性收
入1美元，女性的收入仅为73美分，而
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数字降至44美分。

（据联合国官方微信）

（白晨 整理）

2024年全球45.6%
的工作年龄女性实现就
业，男性比例为69.2%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笔谈特别策划策划

据美联社当地时间2日报道，冰
岛商界女性哈德拉·托马斯多蒂尔
击败前总理卡特琳·雅各布斯多蒂
尔等竞争对手，赢得总统选举。报
道称，她将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
女总统。

据报道，托马斯多蒂尔得票率约
34％。在此次冰岛大选中，得票前三
的候选人均为女性。

据法新社介绍，托马斯多蒂尔现
年55岁，曾创立投资公司，目前是一
家非政府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据介绍，冰岛人口近40万，总统
由全民直选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
任。总统主要承担礼仪性职务，但有
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或将法案交由
全民投票决定。

1980年，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
尔当选冰岛总统，成为该国1944年独
立以来第一位女总统，也是世界上第
一位民选女总统。

（据中国新闻网）

冰岛选出第二位女总统

哈德拉·托马斯多蒂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