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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纪念钱三强
诞辰110周年暨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
新书发布会近日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
办。与会者重温了钱老为中国原子能科学
事业奋斗一生的钻研精神、爱国精神、创
新精神，以及珍视亲情友情、胸怀天下的
人文精神。

留学时家中长辈发来的关怀与教导，
大哥告知父亲去世噩耗的家书，同学间的
相互鼓励与共同进步，向爱人家中发去的

“求亲信”，与五弟一家互通平安，和儿女
间的“思想交流”……《钱三强往来书信集
注》（以下简称《书信集注》）中，一封封信件
的真情实意，带领读者亲历一幕幕情景，串
联起“两弹一星”元勋的不凡人生。

《书信集注》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
版，收录了与钱三强有关信函、电报、贺
词和赠诗近 300 封，绝大多数为首次面
世。书中再现了钱老与小居里夫妇、鲍威
尔、李约瑟、梅贻琦、郭沫若、胡适、林
家翘、杨振宁、李政道等诸多科学界、文
化界名人的真诚交往过程，字里行间体现
了老一辈科学家报效祖国、奋发图强的拳
拳热忱。

中国出版集团总经理常勃表示，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举办《书信集
注》 新书发布会、纪念钱老诞辰 110 周
年，对于我们纪念缅怀钱老、弘扬科学家

精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集团将充分发挥出版品牌优势，不断丰富
高品质文化供给，积极服务读者需求；培
育创新文化，组织策划出版系列图书，推

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做好科技
出版与文化传播，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出版
转化，推动中外科技学术交流。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科技馆馆

长殷皓谈道，《书信集注》从多重视角展
示了钱老的人格魅力，从多重维度追溯了
珍贵的历史事件，让钱老的形象更加饱
满、魅力更凸显，为还原中国科技发展进
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钱老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能做
事，也做成了不少大事的人。”《书信集
注》编注者葛能全说。他曾长期担任钱老
的秘书，业余进行科技史和科技人物研
究，与老一辈科学家多有交往，彼此相
知，亦师亦友。多年以来，他努力搜寻钱
老往来信函，此举也得到了钱老家人和不
少学友的鼎力支持。

“感谢这本书让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
又一次拉近了。这些书信仿佛把我们带回
了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钱老女儿
钱民协说。

如何践行出版人的文化担当、不负老
一辈科学家的殷殷期待？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建军表示，世图公
司将继续做好科技成果的出版转化、科学
家精神的大力弘扬、科学史料的整理出
版、科学普及的大众传播。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主任郑浩峻表
示，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即将开馆，希望
今后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合作采集更多
科学家资料，为全社会提供更多优秀的
科学家图书。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面世

近300封书信尽显科学家精神

本报讯 （记者黄琳） 第二届小哥节
（中国·浙江）启动暨“小哥之家”揭幕仪式
近日举办。本次活动由潮新闻、杭州市快递
行业党委主办。

仪式上，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姜军，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浙江省快递行业党
委书记魏遵红等为“小哥之家”揭牌。杭州
市上城区十佳“尚小驿”率先挂牌“小哥之
家”，方便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
机等在此休息、充电、用餐。“小哥之家”
也将成为小哥节的线下关心关爱中心，联动
更多的企业、社会资源加入，为小哥们搭建
温暖的落脚点。

同时，潮新闻客户端开设“小哥之家”
专区，为全国小哥们打造线上“大本营”，
通过小哥正能量、心声社区、小哥学院、政
策服务、行业动态五大特色板块，唤起全社
会对小哥们的关注，助力小哥进阶成长。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潮新闻总
编辑王水明介绍，对标浙江建设互联网和数
字经济强省的目标，今年小哥节将重磅升
级，开展线上线下联动。关爱小哥，除了解
决衣食住行，还要更多地从群体的继续教
育、职业提升、提高收入、社会认同等多方
面着手，并做到实处。

潮新闻搭建“小哥之家”

本报讯 （记者樊凡）以“新时代 向
未来 再出发”为主题的中国财富出版社建
社 40 年优秀作译者表彰大会近日在京召
开。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中国期刊协
会会长吴尚之等出席会议。

邬书林表示，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这为出版行业明确了发展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他谈道，学术出版是出版的灵
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出版从业者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出版一
批高水平的出版物及教材。希望中国财富出
版社以数字化、国际化、学术化为重要抓手，
为我国中小型专业出版社的改革发展之路探
索经验，走出一条创新之路，打造一支高素质
的人才队伍、能打胜仗的出版队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充分
肯定了出版社40年来的成绩，同时也要求出
版社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为物流强国建设目
标培根铸魂，大力推进融合出版，加强内部机
制建设，继续做好为读者作者服务工作。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赵杰希望
出版社坚持正确出版导向，推进高质量发
展，不断加强版权工作，更好地担负起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作为优秀
作译者代表，回忆了与中国财富出版社连续
合作出版6本图书的经历。

中国财富出版社原为中国物资出版社，
成立于1981 年1月18 日，2011 年更名为中
国财富出版社，2019 年更名为中国财富出
版社有限公司，累计出版新书 7000 多种，
重印书3000 多种。该社党委书记、社长王
波表示，40 年来，中国财富出版社业务发
展迈出新步伐，产业建设实现新突破，服务
行业协会工作得到新提升。下一步，出版社
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和融合出版，开启出版新
征程，全力营造出版生态圈。

中国财富出版社
庆祝建社四十年

轻缓平和的语调、不疾不徐的表
达，周末夜晚的电话另一边，内蒙古教
育出版社总编辑其其格的声音让《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感到犹如马头琴
乐声般温暖。“我也没做过什么。”“这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们跟其他做得好
的出版社相比还有差距。”采访中，其
其格不时说起的几句话，成为对编辑工
作谦虚谨慎特点的诠释。自 1989 年由
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进入内蒙古教育出
版社担任编辑以来，其其格 34 年扎根
这里，从没想过“挪地方”。她说：“编
辑出版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神
圣工作，能为我带来成就感。未来我要
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少数民族出版事业
贡献力量。”

严谨严谨再严谨

其其格上大学时就读数学专业，是
不折不扣的理科生。大学毕业分配进入
教育厅系统的单位工作，摆在其其格面
前的选择，一是进学校当老师，二是去
出版社当编辑。

师范大学毕业去当老师似乎更加天
经地义，最后选择去出版社当编辑，其
其格坦言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我的
父亲是一位研究蒙古语言文字的学者，
也是出版社的作者。出版社的编辑会联
系我的父亲约稿，所以对出版社和编辑
是做什么的并不算陌生。”她告诉记者。

当翻看父亲的书的图书信息时，看
着印在上面的编辑名字，青年其其格期
待着自己的名字也能出现在上面。

怀揣对编辑工作的憧憬，其其格进
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数学教材编辑部。
历经校对科的基础训练，其其格对编辑
工作的认知更加深入。“编辑工作是一项
非常严谨、非常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其其
格看来，编辑的严谨最基本的是书稿中
不能有错别字、错语句、错标点，要保
证导向的正确、知识的准确、版式的美
观。从数学教材编辑部起步，其其格后
来又去了网络编辑部、总编室，从编辑
做起，她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到
副总编辑、总编辑。回望 34 年编辑从

业生涯，其其格表示，不管在哪个岗位
上，担任什么职务，对待工作最基本的
态度就是对质量严格要求。

其其格选择“严谨”作为自己从事
编辑工作以来的关键词。“工作中我比
较爱‘抠’，抠字眼、抠细节。”她说自
己的优点是认真，缺点则是过于认真，
甚至不讲情面。“还记得刚入职不久，
我跟着社里一位资深编辑互相校对一部
教材。我发现了里面的一处问题，与老
编辑据理力争。可能表达方式不对，他
后来生气了，我也很委屈。”其其格
说，“我坚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
于长辈可以委婉表达，但从没想过担心
得罪人而不提出自己的想法。”

做书也是经受洗礼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主要政治任
务是出版教材。至今，其其格担任责
任编辑的图书已有 200 余种，策划的
教材也有 200 余种。自从事出版工作
以来，她策划、研究开发了 100 余种
质量高、社会反响较好的原创中小学
地方教材和教辅，助力内蒙古地区解
决教育图书结构单一、低层次重复、
效益低下等问题。

令其其格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部作
品，虽不是教材教辅，却让她成就感颇
高。其一是2013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
国画大家苏百钧 （工笔画集、扇面画
集、长卷画集、文集评论）》，属于

“跨界”接受挑战。其二是2018年7月
出版的 《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
集》，填补了我国蒙古语方言地理学研
究的空白。

被点名担任苏百钧这部书的责任编
辑，让时任总编室主任、“不太懂美
术”的其其格感到“压力山大”。为了
做好这一套4册图书，其其格仔细了解
各个出版社出版的苏百钧画作专集，了
解他的绘画风格、理清他不同作品的年
代画法，把他近 40 年创作的工笔花鸟
精华和论文语录、各家评论、家学渊
源、生活历程等进行互相比对连接，让
整套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因为涉及的画作众多，有的画名

字前后不一致，有的年代不统一，有的
一件事甚至出现两三种说法，需要一一
与作者进行沟通核实。”其其格表示，
苏百钧耐心细致地解答，体现了大家虚
怀若谷的风范。这套书最终得到苏百钧
的充分肯定，对其其格的严谨与认真称
赞有加。

“这也是编辑工作的魅力吧。”其其
格说，“做一部好书如同受一次洗礼。
在与来自各个行业的大家名家打交道的
过程中，不但拓宽了视野与知识面，更
受到了精神和思想上的熏陶。”

另一部《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
料集》是其其格争取来的选题。当时了
解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这个课
题即将结项，计划在其他出版社出版。
其其格意识到选题的重大价值，用教育
社编辑的专业与认真打动了对方，成功
拿下选题。

选题是图书的开始。课题结项后，
其其格发现里面有许多多年前绘制的地
图，不符合现在的要求，于是寻找有绘图
资质的机构，对书中1300多张图进行重
新绘制、重新标注地点，再把学者召集起
来反复开会讨论并审定图文，让一个研
究课题达到出版的标准与规范。

从做纸书向做数字资源“转身”

从进入网络编辑部开始，其其格的

编辑工作实现了一次“转身”，那就是
从做纸书转向牵头研发首批蒙古文音视
频电子教材。

“当时想法很简单，汉文教材有
啥，蒙古文教材也得有啥。汉文教材后
面附光盘，我们也录制讲课视频，把电
子教材做起来。”知易行难，其其格带
领不足5人的团队从电视台找配音、学
校找老师，自学录音、剪辑，也当起了
数字编辑。她策划、组织实施了100多
种蒙汉文电子出版物，开辟了蒙古文数
字出版新模式。

让她欣慰的是，伴随出版融合发
展的不断深化，当年的网络编辑部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有近 70 人的文化
传媒公司，当年的光盘介质也变成
了依托数字内容资源的资源卡。出
版社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有了更为
先进的手段。

走上领导岗位后，其其格借助国
家和自治区重点项目，积极推进出版
社数字化转型升级。她组织实施了

“蒙古族中小学课件制作项目”“农村
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蒙古族教
育资源建设项目”“国家标准编码蒙古
文综合内容资源共享云平台及服务体
系建设之课程教材资源建设”和“国
家标准蒙古文云教育资源平台及服务
体系建设”等重大数字出版项目，负
责制定了 《数字资源管理办法》 等 10
余项数字出版管理规定，不断提升出
版社的数字出版水平。

人才是出版社发展的希望。其其格
在社里积极组织编辑们进行编辑业务交
流，特别是让退休的老编辑和在岗的资
深编辑把经验传授给新来的年轻编辑，
发挥“传帮带”作用。工作中，她注重
从严要求年轻编辑，培养他们崇高的社
会责任感、严谨的工作作风。“我们在
社里营造共同创造的平等氛围，让青年
编辑更有归属感。”其其格表示，要努
力营造珍惜和留住人才的环境，老编辑
要有奉献精神，要敢于给年轻编辑压重
担，让他们尽快成长。从自己的切身经
历出发，其其格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投
身编辑出版事业，从而获得精神层面的
幸福感。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其其格：

从未想过离开编辑事业
□本报记者 尹琨

■谈经论道·我的30年

（上接01版）
“从卷主到学术编辑、责任编辑，每位参

与者都展现出奋进与担当、执着与坚守。”甘
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兴文说。

为甘肃社科研究奠定基础

聚百位学人饮誉士林，续陇上文脉嘉惠
后学。王福生介绍，《陇上学人文存》荟萃
的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00位学者，都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投身于
科研事业之中，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人士。既有哲学、历史学、文
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传统人文学
科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也有改革开放以来获
得大发展的社会科学新兴学科如经济学、管
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等
领域的优秀学人；既有甘肃优势学科敦煌
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杰出名家，也有为
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应用对策和为战
略研究发挥智库作用的卓越贡献者。

“这套丛书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今
年81岁高龄的《陇上学人文存》入卷学者
之一、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告诉记者，
这套丛书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重在弘扬 20
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学者的学术精神。

《陇上学人文存》学术编辑之一、甘肃省
文联副主席马步升认为，《陇上学人文存》对
于甘肃而言，是一项重大的空前的学术编纂
出版工程，也是甘肃学术事业的一个地标性
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甘肃学人的基本
学风——扎实、严谨、纯粹，还有从容。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局）局长王成勇说：“《陇上学人文
存》记录了陇上学人弘扬‘甘肃精神’、砥
砺‘陇人品格’、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
迹和脉络。这10辑百卷《文存》提炼总结
老一辈学者的宝贵思想、学术精华、治学方
法和理念。《文存》的编辑出版，为陇上学
术打造了一个响亮的学术品牌。”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新书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摄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近日，湖北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 2023 高招全媒
体直播节目 《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
愿！》，邀请 30 所高校招生工作负责人、
志愿填报指导专家在线互动答疑、服务指
导，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留言互动，
全网阅读量超过1.2亿。

面对考生和家长的需要，湖北广播
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通内部全媒体资源，

整合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湖北之声
等平台，紧扣招生这一热点进行直播。
武 汉 大 学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等 在 汉 部
（委） 属高校，以及湖北大学、武汉科
技大学等20多所省属高校参与，既有公
办也有民办，既有本科也有高职，各具
特色。

节目坚持移动优先，以小屏引领大
屏生产，全媒体传播提升影响力。直播

开始前，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
学校长张平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地质大学 （武汉） 校长王焰新等真情

“喊话”预热，推介湖北高校魅力；每天
白天的直播结束之后，为每所高校精心
打磨一篇服务性强的精美推文、短视
频；晚间的湖北卫视 《湖北新闻》 和

《湖北10分》、湖北公共新闻频道《长江
新闻》 以及湖北之声的广播节目提炼直

播重要信息，跟进推出服务性报道，使
高招节目效果最大化。

5天的直播中，湖北广电的3名主持
人，40 多名编辑、技术人员与来自高校
的 30 位嘉宾一起“闹钟式”整点直播，
每所高校直播1小时；10多个新媒体账号
分工协作、各展所长。这种矩阵联动、立
体传播的模式被多方点赞，超过 1000 万
网友涌入直播间观看。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2023高招全媒体直播节目

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