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24日 ■星期一 ■责编：袁舒婕 ■版式：桂政俊 ■责校：张良波
出版/专版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责编手记

主题出版担负着时代赋予的责任使命，如何找到
“对”的方式将“对”的知识传播出去，是主题出版
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要想解决好这一课题，关键一点
就是要落实好松严有度的编审原则。“松”是对写作
风格、文学创作的松，“严”是对历史事实、价值导
向的严。

在主题出版实践中，有些编辑为了不犯错，对内
容“一刀切”，对待问题不思考、不研究，甚至把不
是问题的问题划归为问题；不懂不学，缺乏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素养，
对内容任意删改，以致歪曲作者原意，破坏内容结构
的完整性、连贯性，这种出版物一旦流入市场，轻者
闹出笑话，严重的则给广大青少年传递错误历史观、
价值观。

与此相反，另有一些编辑在主题出版实践中则
是使命感不足，一方面缺乏政治敏锐性和研判能
力，另一方面则缺乏责任心和问题处理能力。有的
编辑对于编辑加工的稿件走流程、看形式，不仔细
审查，只关注字面错误；有的出版机构或是为了经
济效益，一味迎合市场、唯作者是从，不严格执行
三审三校的出版流程，或是价值导向存在问题，利
用主题出版触碰意识形态灰色地带，不尊重历史、
不尊重先烈，以隐蔽的、难以发现的形式，将错误
价值观裹挟在看似“平淡”的文字描述当中，侵蚀
青少年心灵。

而这些问题的源头就是没有做好松严有度的编
审工作，或是盲目追逐经济效益、出版责任使命不
足，导致放任不管，一味地“松”；或是管理僵
化、消极怠工、辨识能力不足，导致“一竿子打
死”，一味地“严”；或是两者兼具，对出版机构而
言，价值导向模糊、管理低效，对编辑人员而言，
缺乏责任心、业务能力低下，结果该严的时候松，
该松的时候又严。

为了同时避免这几种倾向出现，应当强化3个工
作要点：一是明确定位，严把政治关；二是保证品
质，严把史实关；三是注重可读性，严把质量关。并
以此为纲领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和严格的编辑准则，
精准落实松严有度的编审原则。

要加强出版机构内部管理，始终保证坚持正确
出版导向。在主题出版实践中，要严格政治审查、
学术审查，确保出版物价值导向正确、基本史实无
误。对于容易引发歧义、致人误解的场景描写和细
节刻画，要严防死守、“睚眦必究”，发现一处，解
决一处。此外，主题出版还应当适应时代、适应读
者、适应市场，如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改变某些
教条式的人物呈现方式，增加阅读趣味，引发读者
共鸣。 （作者单位：学习出版社）

松严有度
做好主题出版
□苏嘉靖

在现实生活中，想不起来阅读，想起来阅读却不
知道读什么书，是当下阅读推广面临的主要问题。结
合品类和爆款书的消费趋势，当当网发布国民阅读
10大场景，以期提醒更多读者想起阅读，想起书。

刚需阅读坚挺，严肃文学回暖。国民对中小学
用书、童书的消费量占比超过40%，占全民图书消
费近半壁江山。在大语文时代，儿童和中小学生阅
读需求明显提升。家长们不仅让孩子们多读书，自

己也在加强阅读，哲学类、社会科学类、严肃文学
类、传记类等图书消费高涨，经历疫情和国际国内
复杂局势的历练，国民在阅读中追求思想的深度和
人生的高度。

此外，中国人精神食谱的变化，不失为国民过
去一年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过去一年很多城市推
出鼓励生育政策，引发消费孕产/胎教类图书顾客
高增长；“刘耕宏女孩”在疫情期间风靡全网，引
发更多国民对运动/体育类目图书消费热；在强身
健体之余，国民在居家期间还用手工/DIY类书籍
灵活自己的双手；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深入，工业技
术类顾客数增长明显。

不同城市读者存在不同阅读偏好。小镇青年喜
欢成功励志，偏好青春文学、小说、文学、成功励
志、考试、医学、法律。北上广深青年精进经济、
管理、科技、理财和外语。

2022 年国民购买最多的 10 本书中，心理学、
疗愈类、成功励志、严肃文学、科幻书籍霸榜。

国民一方面通过自助心理类、心灵疗愈类、严肃
文学类书籍对抗精神内耗，寻求自洽；另一方面
又通过成功励志类书籍、科幻等寻求积极、振奋
的心态。

2022 年的新书爆款中，女性主义、动漫类、
疗愈类、小人物等选题更符合年轻人的阅读趣味
和社会议题。精品短视频创作者的持续内容输
出，助推新书热卖；中小学生阅读、考研需求持
续旺盛。

在经济榜中，随着大国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增强，国民对宏观经济的阅读需求提升；在管理榜
中，《底层逻辑》荣登榜首，在变幻的商业时代洞
悉基本规律更受业界人士欢迎；在社科榜中，女性
主义类书籍霸榜4席，在追求脑力和服务力时代，

“她”力量快速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内容电商的崛起，流量为

王的卖场规则，使图书行业滋生盗版和破价乱象。
好的版权保护意识，才能促进精神文明的长久繁

荣。当当网联合业内千家出版机构、联手作家，呼
吁全国读者不遗余力打击盗版，给文化工作者以尊
严，为更好的作品诞生培养沃土。

（制表：桂政俊）

当当网发布《2023国民阅读洞察》
□宗秋

国民阅读10大场景

场景
学生用书/刚需

自我提升
抚慰情绪，缓解焦虑内耗，疗愈心境

职场进阶
社会热点深度思考，提升认知

爆款热剧带动阅读热
获奖作品/名家名作

有态度的生活
新晋爸妈
投资理财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品类
中小学用书、教辅、童书

亲子/家教、考试
心理学、小说、文学、哲学、历史

成功励志、管理、计算机等专业书
社会科学（女性主义等）

影视剧原著
诺奖/茅奖、名家名篇

旅行/地图/滑雪/美食/健身养生
孕产/胎教

投资理财、经济

2022年国民购买最多的10本新书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
你也走了很远的路吧

保重
带壳的牡蛎是大人的心脏

经典常谈
长安的荔枝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大话中国艺术史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10·宋辽金夏篇
肖秀荣2023年考研政治1000题

2022年国民图书消费品类榜TOP1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品类
中小学用书

童书
小说
文学

成功/励志
历史

哲学/宗教
外语
考试
管理

2022年国民图书消费顾客增长品类贡献榜TOP1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品类
中小学用书
孕产/胎教
体育/运动
哲学/宗教
手工/DIY

童书
传记

动漫/幽默
社会科学
工业技术

2022年国民购买最多的10本书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
活着

三体：全三册
生死疲劳

真希望你也喜欢自己
保重

人生海海
苏东坡传
次第花开

2022年国民图书消费经济榜TOP1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贫穷的本质

变量4：大国的腾挪
认知世界的经济学

反脆弱
博弈论

半小时漫画经济学系列

2022年国民图书消费管理榜TOP1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

借势：以弱胜强的128条黄金法则
干法

纳瓦尔宝典
原则

思考，快与慢
金字塔原理大全集

业力管理：善用业力法则创造富足人生
可复制的领导力：樊登的9堂商业课

原则2

2022年国民图书消费社会科学榜TOP10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书名
乡土中国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见识城邦·娱乐至死

如何阅读一本书
作文六要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看不见的女性

从零开始学写作：18套写作变现法则
第二性

“法者，治之端也。”在新时代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而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成为我国现
代职业教育的法定教科书。作为职教出
版人，有幸参与宣传贯彻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导读》一书，实则为职业
生涯的一抹亮色。

出版意义重大

作为一本法律导读图书，要么逐字
解读法条的含义，要么以案例示例法条
为内容，但这样的形式均不适合这部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 与其他修订的教育法律不
同，它修订时间跨度之大，修订次数之
多，足见职业教育的复杂程度以及法律
本身的修订难度。历经 14 年修订才颁
布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本身就
带有历史的印记和时代的印记，也意
味着这部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 不
只是一部教育法律，它的修订变化印
刻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足迹，
同时也指引着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改革发
展的方向。

因此，我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将新
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 作为一部教育
法律，更是将它置于职业教育 26 年的
发展过程。应该说，新修订的 《职业
教育法》 是我国 26 年来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总结，也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
未来发展的方位坐标，我希望以导读

《职业教育法》为透视我国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视角，通过解读这部新修订
的法律，解读我国职业教育 26 年的发
展，不仅让大众了解法条本身的含
义，也带领他们梳理法条的变化及修
订由来，法条修订背后的政策支撑、
现实环境以及未来走向，还要告诉他

们如何通过落实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
法》 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去发
展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如何运用
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 去履行参与
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与义务、维护自
身的权益。

组建作者团队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共8章69
条，相比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5章
40条，篇幅由原来的3000多字增加到
了1万多字。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
内容大大拓展，体系结构更加完备，涉
及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涉及职业
教育发展的各相关主体。

面对这样一部复杂的教育法律，面
对跨界的、复杂的职业教育，要想做好
解读，而且是以《职业教育法》为切入
点，解读我国职业教育 26 年发展的方
方面面，我意识到这本导读很难由一个
人或几个人来完成，而需要选择一位专
业的领头人。于是在新修订的《职业教
育法》颁布之际，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曾天
山，提出了想做《职业教育法》导读的
想法，刚好与他不谋而合。曾天山结合
我们的想法，以及解读《职业教育法》
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组织了参与《职业
教育法》修订工作的专家，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河南、甘肃等省
的教育行政管理者，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等职业学校管理
者，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辽宁省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等行业学会的 40 多位
职教界专家学者来共同解读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
作者团队组建后，我们将《职业教

育法》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相结合，列
出《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意义、修订历

程，职业教育的内涵、类型定位、统筹
管理、考试招生制度等 44 个方面，每
一个方面均从专家角度，以专家立场，
按照修法背景、修法依据、修法内容、
修法意义、怎样落实这样一个结构来进
行抽茧剥丝的阐述，而且阐述要由《职
业教育法》拓展到职业教育，由《职业
教育法》法条的修订变化引出我国职业
教育的发展变化、引出我国职业教育政
策的发展变化、引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中的突出问题、引出我国职业教育的未
来发展走向。

精心修改设计

撰写要求确定后，专家学者结合自
己多年的研究，从专业的视角写出了精
彩的专业阐述。不过，初稿略显不足之
处在于各篇导读的标题仅停留在内容层
面的表达，各层级标题也多为“修法背
景、修法依据、修法内容、修法意义、
怎样落实”这样一种形式。为了能让读
者见题知文，在保证各篇导读内容专业
性的基础上，我们修改了各篇导读的标
题及各层级标题。比如一篇导读初稿的

标题为“确立企业办学主体地位”，各
层级标题为“为什么修法”“修订了什
么”“怎样依法落实”，按照修改要
求，修改后的导读标题为“确立企业办
学主体地位 建立产教命运共同体”，
不仅明确了导读内容——确立企业办学
主体地位，同时也点明了确立企业办学
主体地位的意义、价值、作用，使得读
者读到标题就能够将企业办学主体地位
与其在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意义和作
用联系在一起，这样在接下来的阅读中
才能始终把握导读内容的主旨。各层级
标题也改变了最初的表述方式，修改为

“打通产教闭环，回归职业教育法本质”
“确立企业办学主体地位，明确企业开展
职业教育路径”“政府统筹，制定细节，落
实企业办学主体地位”，修改后的各层级
标题与篇章标题呼应，与导读主题联系
紧密，观点明确，充分反映了导读主
旨，能够让读者阅读后豁然开朗。

此外，我们还对这本导读从封面到
版式进行了整体设计。我们将这本导
读做成双色图书，主色调定为蓝色。
蓝色，寓意着职业教育是一片蓝海，
未来前途广阔，充满希望，大有可
为。内文版式上，我们用蓝色、楷体
突出、强调每一篇导读所涉及的新旧

《职业教育法》的法条，这样一方面方
便读者阅读时能很快捕捉到 《职业教
育法》 法条，了解法条内容；另一方
面也方便读者对照法条阅读专家的导
读，从而将法条与导读有机结合起
来，加深对 《职业教育法》 的理解，
增强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作为一名职教出版人，我们希望以
《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为契机，通过对
《职业教育法》的导读，导引更多人了
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关心职业教
育的改革与发展，投身于职业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

（作者系教育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
与职业教育编辑部主任）

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导读》：

职教出版人职业生涯的一抹亮色
□韩敬波

近日，当当网发布《2023国民阅读洞察》。该

报告对过去一年国民图书消费数量及品类进行趋势

分析，洞察国民精神食粮的“口味”。

同期，当当网发布国民阅读10大场景、2022

国民购买最多的10本书、2022年国民购买最多的

10本新书（出版时间为2022年）和2022年国民图

书消费经济榜、管理榜、社会科学榜等多个榜单，

描绘国民阅读风向标，助力“书香中国”，并呼吁

全民抵制盗版，齐力推动图书行业健康发展。

过去一年，更多人拿起书本，新一线顾客增长

快。当当网图书顾客数同比涨幅超过两位数，更多

人拿起书本开启精神丰盈之旅。从城市级别看，顾

客数主要增长在新一线城市，其次是三线和二线；

一线城市人均购书量最高。更多顾客通过社交电

商、内容电商平台，拿起久违的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