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4日 ■星期二 ■责编：闫松 ■版式：桂政俊 ■责校：姚亚莉
综合新闻 03

■时讯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人民文学出
版社创作基地”“人民文学出版社蔡崇达出
版工作室”近日在福建泉州鲤城区庄正故居
揭牌。据悉，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的首
个创作基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泉州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还是多名优秀
作家的家乡，可以说是人文荟萃之地。未
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基地将邀请文学名
家、名刊编辑等开办形式多样的讲座，选拔
扶持优秀青年作者，推荐发表出版优秀文学
作品，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内容优势与泉州
的区位优势、历史人文底蕴优势紧密结合，
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文学交流的重要平
台，让文学之光与世遗之城、海丝泉州交相
辉映，为中国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
作出更大贡献。

对于蔡崇达出版工作室，臧永清说：
“我们在泉州设立蔡崇达工作室，既看好他
的创作能力，也看好他的选题策划能力、
编辑组织能力，希望工作室开好局、不断
结硕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个创作基地落户泉州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近日，泰国
曼谷国际书展在曼谷诗丽吉王后国家展览
中心举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大象出版社
与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举办“我的国家
公园丛书”泰语版权输出暨全球同步出版
签约仪式。

大象出版社代表与泰国红山出版有限
公司签署了泰语版权输出协议。“我的国
家公园丛书”将生态科普教育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融入到生动的文学故事中，用
文学的力量帮助青少年树立尊重自然、热
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丛书
目前出版两册，分别是以中国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为背景创作的《秘境回声》和
以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为背景创作的《河
源清澈》。丛书泰语版首批推出这两册图
书，其余品种随中文版的出版同步翻译出
版泰语版。

童书出版人海飞，国家公园研究院院
长唐小平，儿童文学作家、“我的国家公
园丛书”主编徐鲁视频致辞。大象出版社
总编辑张桂枝表示，希望“我的国家公园
丛书”在泰国的出版能够产生反响、深入
人心，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生态文明的种
子，促进世界各国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地
球家园。

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Pimmada表示，共同保护地球生态是全世
界人民的良好愿景，也是泰国人民的美好
心愿，相信红山出版有限公司和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将会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红山出
版有限公司将全力推进“我的国家公园丛
书”在泰国的出版落地，期待该书为促进
中泰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互鉴，对中泰少儿
出版、儿童阅读交流作出贡献。

据悉，《秘境回声》 已输出了英语、
俄语、德语、法语、日语、阿拉伯语、意
大利语、马来语等全球多语种版权；《河
源清澈》已输出了英语、俄语、马来语、
阿拉伯语、尼泊尔语等全球多语种版权。

“我的国家公园丛书”
输出泰语版权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全联书业商
会馆配商分会全体大会 3 月 31 日在山东泰
安召开。

据悉，全联书业商会馆配商分会将承担
重要的角色和使命，切实反映行业诉求，代
表行业发声，促进政策改变，推动顶层设
计。作为馆配业界的官方组织，分会在社会
动员、信息共享、资源对接、组织间协调、
跨领域多方协调，特别是政企协调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据悉，为进一步优化馆配产业链，加强
业界互利合作，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馆配
服务，作为全联书业商会副会长单位人天书
店集团牵头组建全联书业商会馆配商分会。
分会成员单位包括全国各省优秀馆配公司及
部分新华书店。分会将通过倡导行业自律、
规范竞争行为、促进相互学习、加强信息交
流，共同推进中国馆配市场的规范化、规模
化发展。北京人天书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施春生担任主任委员。

全联书业商会
馆配商分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金鑫）上海日前召开
网络出版管理工作会议，公布了 2022 年
行业内的诸多成绩，对 2023 年的工作进
行了部署。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上海网络游
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1280 亿元，占全国
1/3；网络文学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19.4亿
元，继续在国内独占鳌头；电竞产业总产
值为 269 亿元，其中赛事收入超过 60 亿
元，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

据介绍，2022 年，上海涌现出一批
高水准、原创网络出版产品。《故巷暖
阳》等3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
版署“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
出版工程”，占全国43%。上海辞书出版

社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入选国家新
闻出版署 2022 年度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
选 推 荐 计 划 。 米 哈 游 、 TapTap、《原
神》、《暗影火炬城》 入选中国“游戏十
强”年度榜，占全部奖项的四成，居全
国第一。

会议透露，上海市委宣传部今年将一
如既往做好“店小二”，努力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服务行业发展。一是深化“放
管服”改革。持续深化上海网络游戏出版
申报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进一步简化申
报流程，优化评分机制，对高分作品予以
优先支持。用好管好《上海“小游戏”管
理暂行规定》，支持相关业态集聚区进一
步提升集聚效能。二是引导产业可持续发

展。鼓励“游戏+”新探索，不断尝试跨
界合作、融合创新。鼓励企业创新运营模
式，打造培育更多生命力持久的 IP，蓄
积产业发展新动能。三是做大优势，做
强整体。进一步擦亮“上海研发”品
牌，吸引更多优秀研发团队落户上海。
进一步巩固服务优、环境好、人才聚、
海外发行强等优势，统筹兼顾本市龙头
企业、中小微企业及国际企业在沪总部
的发展需求，推动上海网络出版整体迈
上新台阶。

与此同时，上海网络出版行业今年还
将聚焦重大节展、品牌活动，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
乐展览会（ChinaJoy）将于7月27日至31

日在上海举办，将汇聚全球行业目光，持
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此外，上海将继续举
办第三届中国游戏创新大赛、第七届网络
文学现实题材征文大赛，选拔、鼓励精品
力作；继续支持举办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
文学周、全球电竞大会等重点活动，鼓励
网络出版企业加强全球化运营；继续办好

“上海网络出版精英峰会”，汇集业界前沿
思想，持续提升行业领导力。

会上，拳头游戏、心动公司、钛核网
络、阅文集团、上海音乐出版社等企业作
了交流发言。上海网络出版企业、部分传
统出版单位、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虹
口园区、上海市网络游戏产业协会等代表
参加会议。

上海召开网络出版管理工作会议

鼓励“游戏+”新探索 擦亮“上海研发”品牌

走到第十个年头的中国网络视听大
会，正为行业注入更为磅礴的发展力
量。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与会者的
焦点话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成为行
业热议的方向。近日，在以“视听连接
世界 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网络视听国际传播
论坛”上，行业主管单位、头部视听平
台、海内外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相
关负责人、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内容出
口、中外合作交流等议题分享了国际传
播和海外业务拓展方面的新实践、新思
考、新启发。

借助匠心内容，让文化从
走出去到走进去

当前，国际传播移动化、社交化、可
视化、智能化趋势不断增强，网络视听已
成为全球第一大订阅渠道和第二大收益渠
道，成为国际传播的新“蓝海”。

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副主席、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闫成胜表
示，我国网络视听机构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传播内容、出口形式、运营主体等呈
现多元化、多样化趋势，国际传播力影响
力不断提升，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
挥了积极作用。

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国产内容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让中国故事走向国际。华特迪
士尼亚太区内容销售副总裁、总经理王沁
介绍，迪士尼通过版权采买的方式陆续把
国产剧成功带到了海外，落地其在海外的
电视媒体频道，以及像“迪士尼+”这样
的流媒体平台。

除了电影、电视剧，海外传播平台
还持续与国内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中国主
题的纪录片，向海外观众呈现中国精彩
的一面。

芒果超媒首席财务官、芒果TV副总
裁张志红说：“要致力于做世界青年文化

的引领者，尝试将青年群众中的影响优势
转化为中华文化的输出优势，让更多的世
界青年了解真实的中国。”

在案例介绍中大家看到，借助个人
的叙事视角在宏大背景中注重故事细节
的现实主义题材在海外是很受欢迎的。
优酷海外业务负责人周鹏说道，《功
勋》 在 YouTube 播出后，迅速成为华语
剧场的播放第一名，从留言的文字来
看，有旅居海外的华人，还有在海外出
生长大的华裔等，受众评论“不仅看到
了宏大的场面，还看到了感人至深的个
人故事”。

加强交流合作，用丰富视
听形式拓展新局面

从“视界”里看世界，随着新媒体业
态的发展，用户使用媒介的时间愈发碎片
化，对外传播事业与短视频的结合是大势
所趋。纵观近年来对外传播短视频的发

展，在文化提炼、故事语态、技术革新、
形式创新与自信表达等方面，均已涌现出
代表性案例。

“拓宽传播渠道需要丰富的视听形
式。”快手科技副总裁刘震表示，要在内
容选择、语言结构、信息形态、传播方式
等方面开展新的探索，深入研究用户需
求，不断丰富服务功能，坚持创作适合新
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

与会者建议，可以统筹考虑建立由主
管政府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驻外
机构和平台企业组成的统筹协调机制，集
中优势资源，推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新媒体传播品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际
传播研究所所长朱新梅表示，在讲好中
国故事的过程中，无论是内容制作机构
还是平台机构，都要坚持全球化理念才
能做好国际传播；要有合作理念，在合
作中实现共赢；要拥抱新技术，用技术
赋能国际传播，占领新的国际市场。

网络视听已成国际传播新“蓝海”
□本报记者 李雪昆

今年4月2日是第16个世界孤独症日，主题为：关爱孤独
症儿童，关注与支持孤独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当天
下午，华美绿色环保基金会、华夏出版社在京举行“看到世界
本来的样子”世界孤独症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教师、作家，
同时也是孤独症孩子母亲的张雁围绕所著图书《蜗牛不放弃》
《穿越孤独拥抱你》，分享孤独症儿童成长故事。数据显示，我

国目前有近300万名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孤独症患病人群已
超1000万。

图为参加活动的大小朋友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孤独
症朋友》插画涂色，并绘制爱心帆布袋，给“来自星星的孩
子”加油。

本报记者 尹琨 摄

涂色看世界，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加油

本报讯 （记者祝小霖） 3月28日，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日新讲堂”暨
2023 年干部培训班在京举行，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干部职工理论水平
和综合业务能力。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明
开启2023 年“日新讲堂”第一讲。他结合
亲身经历讲述“做编辑的自豪感”和“做文
化的骄傲感”，并从学术图书出版的选题角
度分享经验。他认为，作为学术图书编辑，
要判断书稿的学术价值、了解作者的学养、
关注学术界的动态、有能力组织动员学术界
的资源。在此过程中，应加强用户思维、互
联网思维和融合思维在学术图书选题策划上
的应用，抓住热点，敢为人先，并解决当下
痛点。他建议，协和出版社的学术选题可从
医学的中国式现代化着手，打造极具协和特
色的专家智库和数据库，为世界医疗提供中
国方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凌重点
介绍了协和出版社坚持面向医学科学前沿、
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大众健康的宗旨，以
及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建成我国
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目标。

协和出版社“日新讲堂”
开讲2023年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3月30日，
“出版资源评估与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
在西安举行。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
等出席。

“出版资源评估与研究”丛书由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分为《出版人力
资源评估与研究》《出版内容资源评估与
研究》《出版衍生资源评估与研究》 3
册，共计70余万字。

阎晓宏认为，丛书是近年来出版理论
研究领域的一项创新型成果，既立足传统
出版，又站在时代前沿，抓住了人力资
源、内容资源、衍生资源等出版业的根本
问题和薄弱环节，不乏思想、理论与实践
的闪光点，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
值，对出版工作者具有启示意义。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武勇超表示，
丛书是一部集基础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培

养和出版融合实践于一体的专业著作，将
对出版业的学术研究、资源整合、人才培
养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丛书主编、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董
事长张炜介绍了丛书创作编写过程、重点
内容。他说，历时3年多的努力，在项目
研发团队和出版编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下，
丛书顺利出版面世，这是对出版传媒产业
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相信会对出版业高

质量发展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在专家交流发言环节，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及陕西省内部
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分别作了发言，深
入探讨丛书的特色、意义和价值。大家一
致认为，丛书全方位、多角度拓展了出版
资源的研究视野，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
作性，将为出版从业者做好新时代出版工
作提供良好的参考借鉴。

“出版资源评估与研究”丛书在西安首发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近日，由中国
工人出版社、中国钱币博物馆主办，红色金
融教育馆、北京澹海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的《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新书分享
会在京举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董友斌表
示，《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 是出版社

“红色物质文化史丛书”中极具分量的重点
图书，从作者、责任编辑到主管领导、分
管领导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来打磨，最终
形成了一本厚重的红色货币主题图书。他
表示，将以最大的努力将该书推向全国各
地的广大职工和读者，让红色货币里的红
色力量和革命精神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承和
发扬。

《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作者王纪洁
在钱币学领域耕耘30余年，长期从事钱币
学与货币史、红色金融与红色货币、钱币文
化与钱币鉴定的工作与研究。作者在阅读大
量革命根据地经济、金融财政、赋税制度等
领域的相关书籍，以及通过查阅资料积累了
大量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钱币博物馆丰
富的藏品，完成了该书的创作。

《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
宣传红色金融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