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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幕后行情前瞻

暑假以来，各地举办的以印刷文化为
主题的研学受到热捧。无论是博物馆内活
动还是下社区、进学校，或者在集市、商
场开展的印刷体验活动，总会引来大批粉
丝。以印刷文化为主题的研学为何广受欢
迎？让参与者沉浸式体验印刷术的无穷魅
力，感受印刷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或许
就是答案。

亲身实践 激发探究意识

在宁夏西夏王陵景区的西夏历史文化
研学体验中心内，学生们可以亲身体验西
夏木活字印刷术的排版、印刷等技艺，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南岳衡山脚下的
祝融小镇，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研学旅
游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在老师和研学教
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祝融火星馆、
南岳美术馆，体验雕版印刷术和剪纸
等；在江苏苏州市姑苏区阊西第二实验幼
儿园，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细心讲解，孩
子们了解了活字印刷术的操作方法，并亲
身体验，感叹活字印刷术的神奇……各地
以传统印刷文化为内容的活动，让研学更
有底蕴、内涵。

印刷技术经历了雕版印刷、活字印
刷、照相制版印刷等历程，如今已普遍应
用数字印刷技术。印刷术是让知识开始自
由复制并快速展示生命力的转折点，其每
一次进步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它直接关注
到文字、思想和精神的储存和传播，通过亲
身实践来体验印刷文化的魅力，通过感悟
历史来更新原本停留在课本上的知识，激
发探究意识，成为终身的学习者，或许正是
研学的初衷。

以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的“一本书的
前世今生”为例，其是一项经典的研学游
项目，从探馆了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的印刷术开始，到沉浸体验一本书诞生的
各个环节。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以

“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人类的文明，开始
文化的传承，到元宇宙、你我读“书”习
惯的转变等等，一步步怎么来的、怎么变
的，都在好看的展览和好玩的体验中，将

“学”与“旅”深度融合，引发参与者探
究的兴趣和热情。

创新方式 融合文化底蕴

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加上有
形、有感、有效的深度参与模式，让印刷
文化研学成为暑期里的热门。笔者认为，
有文化底蕴的内容，加上以创新的方式进
行传承和传播，是印刷研学成为热点的主
要原因。

研学活动致力于以“悦教”的方式开
展社会大美育实践，其策划注重文化传承
方式的创新，活动全程有趣、过程有爱。
比如探秘解锁式的探馆模式、大手小手接
力亲子闯关式的探馆相继出现，以自主
自发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参与者在实践
中获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其
中，参与者可以家庭为单位或现场分
组，经历汉服换装获得探秘任务卡，按
卡提示在机器人引导下完成优秀文化知
识的获取，完成雕版、丝网、石版等传统
印刷技艺的体验，并上传精彩瞬间和成果
展示。

今年以来，笔者所在的上海中华印刷
博物馆已举办近30场印刷文化相关研学
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物馆新
的文化使命，作为非遗传承保护单位，要
在传播传承优秀文化中注重使命感。为
此，博物馆特别开设了“红色印记”百件藏
品说党史研学游，通过“一本书（《共产党宣
言》）”“一个人（陈望道）”“一幢楼（又新印
刷所）”等展陈，让观众了解印业工人是如
何跟随党的足迹一路从石库门走到天安
门。又如“活字生香”活字印刷研学游，以
一本书的诞生为脉络，讲述和体验中国古
代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个里程碑事件，以
及印刷术如何成为文化播种机的过程。“石
间印记”非遗石印研学游则以非遗技艺石
版印刷的兴衰恢复到发展创新为线索，让
参与者了解体验现代印刷技术如何服务于
人民美好生活。这些经典的研学线路，涵
盖了传统文化的探索和优秀文化的实践，
从而引发了一波波热潮。

（作者系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馆长）

传统印刷体验
成暑期研学“新宠”
□刘委 文/摄

以“复活”的开化纸为载体，邀请
名师大家和师生共同书写通知书正文内
容，力图呈现科学、人文、艺术的有机
结合；以横开本形式折叠，打开通知书
入眼即是激光雕刻拼装构成的学校大门
模型；以刨切微薄竹为原料制作，打造

“最科技”“最低碳”录取通知书……连
日来，一张张各具特色的高校录取通知
书为广大学子送去捷报。《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发现，今年各所高校的
录取通知书不仅创意满满，更是在材质
创新上铆足了劲。

创造力满满
设计“卷”出新高度

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来袭，今
年这些设计和创新可谓是又“卷”出了
新高度。

如约而至的哈尔滨工业大学2023年
高考录取通知书一经亮相便再度惊艳业
界。记者看到，通知书整体以红白为主
色调，以数字化和像素化为表现方式，
设计感十足。值得一提的是，每位收到
录取通知书的学子，都会获得一份可以
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其是由哈工
大空间表面化学工程与防护技术研究中
心制作的“HIT”书签，书签表面有一
种特殊涂层，集抗辐照、低挥发、耐高
低温交变等性能于一体，能避免在深空
极端环境下出现颜色退化、涂层脱落等
问题。

以横开本形式折叠，华中师范大学
120 周年纪念版录取通知书以“华师
绿”为底，搭配校徽和书页造型的烫金
图案，简约而不简单。打开通知书，激
光雕刻拼装而成的立体华中师范大学
南门模型即刻映入眼帘，可以让各位
新生未至华师大，先闻华师韵。记者
翻阅华师大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华
中师大新同学，录取通知书来啦！》时
看到，该篇推文下集合了“可以以旧换
新吗”“这波等待值了”“好期待收到”
等评论留言，无不体现对其的高度认可
和喜爱。

同样以立体造型吸睛的还有广东医
科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其对外壳材
质、内部结构、图案色彩都作了全新改
版，以“广医蓝”为主色调，采用立体
手绘形式进行呈现。新生在打开录取通
知书时，东莞、湛江两校区的校门、科
技大楼、图书馆、映月湖等标志性建筑
景观便跃然纸上。

科技感十足
新应用酷炫亮相

记 者 注 意 到 ， 不 少 高 校 今 年 将
AR、元宇宙等技术应用到录取通知书
中，蕴藏巧思的同时还科技感满满。

封面以绚丽的“苏大红”为底，内
页左侧嵌入一枚圆盘，随着圆盘慢慢转
动，四大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呈现在眼
前……可以如此“转转转”的苏州大学

2023年本科录取通知书，背后隐藏了一
项黑科技——由苏大维格采用纳米 3D
印刷技术制备的光学防伪立体印标。这
是一枚以钟楼为标志的光学防伪立体印
标，以微纳结构形貌表达多维图像，包
括立体浮雕、动感和光学纹理等，且具
备立体动感、绿色环保和防伪功能，标
志着图像工程与印刷技术领域的重大技
术突破。

北京理工大学发布的首款“元宇
宙”录取通知书，最外层 PVC 壳套采
用厚重的红色，透明质感下隐约浮现
的是极具科幻感的银灰色外壳，镭射
图案构成了一扇神秘的“门”，取下可
拆卸的校徽，便可开启“元宇宙”世
界。据了解，新生通过扫描内盒中的
二维码，即可进入北理工“元宇宙”
空间，沉浸式游览北理工数字校园，
体验前沿的科技力量。随录取通知书一
同送出的还有校园地图，呈现二维版

“北理工元宇宙”。
为了迎接今年9月的第一届本科新

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也送上了一
份精美而富有科技感的“见面礼”——

“初见”录取通知书礼盒。记者看到，
录取通知书是由富有科技感的芯片外观
组成“2023”的数字外壳，将港科大和
港科大（广州）共同的精神图腾——红
鸟日晷作为芯片的核心。值得注意的
是，通过手机扫码，新生除了可以解锁
隐藏 AR 彩蛋外，还可以实现 AR 校园
导航、图书馆借书、运动预约等功能。

材质多元化
新材料“火出圈”

今年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不仅颜值
高、创意佳，在材质选择上也颇下功
夫，让人耳目一新。

不同于普通的纸质通知书，以钢为
纸的北京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凭借其独
特的材质“火出圈”。记者注意到，录
取通知书主体采用薄如蝉翼、光似镜
面、坚硬如铁、柔韧如松的“5G 钢”
制作而成。这薄薄一片钢材的背后是多
项瓶颈问题的解决和多项重要技术的支
撑，代表着我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最
终实现高品质超薄钢的自主生产。

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看上去平
平无奇，实则暗藏玄机。录取通知书整
体采用古典风格，以“复旦蓝”为主色
调，象征着新生的希望与朝气。值得一
提的是，新版录取通知书首次以复旦科
技成果“复活”的开化纸为载体，这种
重新复活的新开化纸保存寿命可达千年
以上。

浙江农林大学则以刨切微薄竹为原
料制作出2023版录取通知书。记者了解
到，浙江农林大学自2015年开始就一直
以毛竹为原材料制作录取通知书，而今
年的录取通知书则在技术和设计上进一
步升级，其材质刨切微薄竹更薄更坚挺，
可随意对折、侧压、卷曲，耐保存，甚至可
以像纸张一样卷曲成轴。

2023高校录取通知书惊艳亮相

新巧思融入 黑科技加持
□本报记者 祝小霖 见习记者 牟艺

随着报纸轮转胶印机的轰鸣声响
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二环内的经济日
报印刷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报纸印
刷。40 余年如一日，并在近些年报纸
印刷量日益减少的市场环境下，保持
着印刷产量的平稳增长，经济日报印
刷厂凭借的是什么？7 月 5 日，在经济
日报印刷厂的印刷车间内，厂长吴建
庆、副厂长李鑫向 《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 记者讲述了经济日报印刷厂的
创新发展之道。

三个“第一”构筑发展优势

回顾经济日报印刷厂40年的发展历
程，其一直是印刷技术革新的先行者。
为业界所称道的，莫过于激光照排技术
首次应用于中国报业的实例——1987年
5月22日，《经济日报》4个版面全部用
上激光照排，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
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
文日报就此诞生。

吴建庆告诉记者，自1986年9月开
始，经济日报印刷厂作为参与“748工
程”的单位，配合北大新技术等公司共
同开发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全部改为计算机排版，是经济日报
印刷厂打造的首个“第一”。此后的
1988年8月，经济日报印刷厂排印的各
种期刊、外报全部过渡到激光照排，成
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中文铅字，迎
来光与电的印刷厂。1990年，经济日报

印刷厂实现报纸照片计算机扫描，将图
像带入信息时代，将所有计算机由单机
作业改为联网作业，并让 《经济日报》
成为全国第一家采用卫星传版技术的
报纸。

时至今日，经济日报印刷厂已发展
成为在北京及全国印刷行业中颇有影响
力的国有印刷企业。李鑫认为，正是这
些敢为人先的技术变革，为经济日报印
刷厂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
着印刷厂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老客
户逐步稳定、新客户稳步增长。

“目前，经济日报印刷厂承印的报
纸，90%以上都是外报，市场化程度相
当高。”李鑫告诉记者，经济日报印刷
厂通过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陆续承接了

《学习时报》《农民日报》《团结报》《劳
动午报》《人民法院报》等10余种中央
级报纸、行业大报，总承印报纸单位约
50家。

靠服务和质量赢得稳步增长

据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会统
计数据，自 2020 年至 2022 年，经济日
报印刷厂报纸年印刷量从5.74亿印张增
长到 6.64 亿印张，年均印刷量实现稳
步增长。在当前的报纸印刷市场环境
下，经济日报印刷厂平稳发展背后的秘
诀是什么？吴建庆和李鑫不约而同地提
到两个词：服务和质量。

他们坦言，“客户第一”是历任厂
长一直坚持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和稳定的印刷质量是经济
日报印刷厂近两年实现业务量平稳增长
的前提。

报纸印刷无小事，事事连政治。经
济日报印刷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不
折不扣地完成好每一天的印刷生产任
务。“为了保证印刷质量，我们除了在
接版、制版、印制和印后4个环节对报
纸印制质量进行把关外，还专门设立

‘第一读者’制度，为保障报纸出版安
全增设一道关口，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
报纸出版的差错率。”

比如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
重要时间节点，经济日报印刷厂便早
早开始准备工作，在原材料储备、印
刷流程控制、与邮局及报社沟通、质
量管控、设备维护等方面下足了功
夫。“报纸印刷中，图片的前期调色对
印刷效果产生很大影响。”李鑫和记者
分享了此前遇到的一个“小插曲”，在
印制过程中，车间员工发现某家报社
的报纸图片呈现效果很不理想，便及
时暂停，第一时间向报社进行反馈。
在印厂的有力把关下，报社对图片进
行再调整，最终呈现出让读者满意的
效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多年来，经济日报印刷厂始终坚
持想客户之所想，不断满足客户对印刷
质量和发行时效的要求，在业内赢得了
口碑。”李鑫告诉记者，目前，经济日
报印刷厂正在针对印刷市场业务类型的
变化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以进一步拓展
市场。

前瞻视野践行“绿色可持续”

地处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内，对印
刷厂的环保要求更显严格。自2012年改
造立项至今，经济日报印刷厂各项废气
排放、废水处理、噪声环境等指标均能
达到严格的环保要求。2021年，经济日
报印刷厂更是成为全国首批12家党报绿
色印刷认证单位之一。

“能够在如今的环保理念下继续发展
并获得绿色印刷认证，源于改造立项时的
前瞻性。”李鑫向记者介绍，经济日报印刷
厂建筑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成功实现
了国内印刷厂首次采用印刷机基础隔振
技术将车间建在写字楼下。设备方面，安
装了在印刷速度、自动套准跟踪、油墨预
置、水墨自动平衡、印刷品印刷参数自动
记忆等技术要点上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的印刷机，能够满足目前严格的印刷
VOCs排放要求。车间采用集中供墨、自
动清洗等系统，安装了采用国内先进技
术的分子筛废气处理系统、废水厌氧膜
处理系统等。原辅材料方面，采用绿色环
保认证的印刷耗材，且废气、废水的排放
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北京市最新标准。

此外，经济日报印刷厂在报纸发行
方面也极具优势。“我们与北京市报刊
发行局保持着多年的友好合作关系，该
局将报纸邮发科室专设在厂区内。”李
鑫告诉记者，经济日报印刷厂也是北京
市四环路内唯一在厂内即可同时满足报
纸大宗和零数混发的印刷厂。

经济日报印刷厂：

探寻逆势增长的创新密码
□本报记者 祝小霖 见习记者 牟艺

新域实验室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研学游项目受
热捧。

经济日报印刷厂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确保生产出墨色平
稳、版面整洁、文字清秀、图片套印精确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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