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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离
不开高质量的出版学教材。《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从8月30日在天津举办的
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高质量发展论
坛上了解到，中宣部大力推动出版学科专
业教材建设，相关高校已于今年3月启动
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目
前该系列教材正在编撰中，预计明年将陆
续出版。与会代表认为，该系列教材的编
写和出版，将为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
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9种教材在编写中

2023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论
证等筹备工作，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
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专家组组长、
华侨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
研究院执行院长万安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我们成立了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
材编撰工作推进小组和教材编撰小组，高
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谭方正和我是推进小
组组长，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
高校的专家组成编撰团队。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为教材审核单位，高等教育出版
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教材

出版单位。”
据万安伦介绍，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

教材包括《出版学基础理论》《数字出版
概论》等9种，部分教材原则上须建设以
慕课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教材。

目前，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正在
编写中，部分教材的初稿已经完成，预计
明年陆续出版。

打造“铸魂工程”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铸魂工程”。
“做好新时代首套出版学教材的审核

工作，首先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特色出
版学系列教材审核单位负责人、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

魏玉山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
出版的重要指示可以归结为6个方面：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导向，教材要体现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抓好教
材体系建设，立足国际前沿，打造精品教
材，创新教材工作体制机制。

将这些重要指示与出版学教材建设相
结合，魏玉山表示，审核单位将从3个方
面做好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的审核工
作：一是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审核，教材
要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阐述、解读，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二是专业内容审

核，教材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文
化产业和出版产业的特点，也要走在国际
前沿，反映国际出版研究最新成果、国际
出版产业最新发展、国际数字出版技术最
新发展；三是学术水平审核，确保教材质
量达到国内一流，争取做到国际领先。

谭方正说：“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
教材建设和管理，并作出‘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的重大部署。打造中国特色出版
学系列教材，第一位的是要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
教材要立足原文原著，注重介绍和阐释与
出版学专业知识有关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思想。”

力求做成精品

在论坛上，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
的编撰团队、审核单位和出版单位代表纷
纷表示，将精心编写、严格审核，打造培
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在策划《出版经典案例》教材选题
时，根据不同思路，从今年 3 月到 6 月，
我们前后制定了3套完全不同的大纲、10
个版本，并根据学界、业界专家意见和行
业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细节。”中国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明是中国特色出
版学系列教材 《出版经典案例》 主编之
一，他介绍说，大纲确定后，依托中国出

版协会各分支机构，编撰团队在出版行业
广泛征集案例，共征集到113个案例。经
筛选编撰，样书涵盖 7 个章节，50 个案
例，18万余字。“目前的案例多数集中在
图书领域，下一步，编撰团队将进一步征
集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等案例素材，推
进后3个部分的编撰。”

在编撰教材的同时，《出版经典案
例》编撰团队还有意通过年度更新案例的
方式持续建设出版案例库，逐步形成我国
出版业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案例库。

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了中国特色出版
学系列教材中3种教材的出版工作和7种
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工作。谭方正表示，编
撰团队和出版单位将从四方面建设中国特
色出版学教材体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新实践、出版领域最新进展；着
眼学生全面发展，围绕核心素养体现科
学性和先进性；遵循学生成长规律，适
应本、硕、博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征，
确保适宜性和有效性；注重整体设计，加
强不同学段内容衔接贯通，增强系统性和
协同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中国特色出
版学系列教材中2种教材的出版工作。该
社社长赵剑英表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将调配精干的编辑力量，全力做好相关教
材的出版工作，助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
业建设。

打造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左志红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 8月30日，
在华为云盘古大模型主题论坛上，同方知
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为云计
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中华知识大模型（以
下简称华知大模型）及人工智能联合创新
实验室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华为云盘古

大模型打造知识服务行业的 AI 大模型，
实现知识服务行业高度智能化发展，推进
更深层次的行业数字化转型。

同方知网董事长刘长欣表示，同方知
网高度重视与华为的合作，希望向华为学
习，加强双方战略和创新合作。人工智能

联合创新实验室的成立，是双方深化合作
的标志，同方知网希望与华为合力打造中
国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大模型，加快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
台，加速推动同方知网高质量发展。

华为云 EI 服务产品部部长尤鹏表

示，华为云将充分发挥算法、算力、人
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与同方知
网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积极开展联合创新和技术攻关，
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创华
知大模型。

同方知网与华为云签署合作协议

携手打造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8月31日上
午，以“正青春，续文脉”为主题的
2023“传统文化月”启动仪式在中华书局
举行。活动将贯穿整个9月，通过新颖的
形式、优质的内容和丰富的图书，推动传
统文化走进当代年轻读者中，助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
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
岩在现场表示，希望通过“社店联手”的
经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近传

统、亲近经典、礼敬文化、赓续文脉，为
推动建设书香社会、建设文化强国，持续
不断地贡献出版人的力量。

“传统文化月”活动始于 2018 年 9
月，是中华书局和京东图书年年持续举办
的阅读推广活动。今年的“传统文化月”
期间，发起方将策划一系列有趣的线上线
下活动，其中包括“名社联展”、京东图书
自营店每满100减50等，旨在让更多读者
和用户“轻松优价买好书”，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读物走入更多人的生活。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肖启明表示，传承
传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历史文
化和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并融入时代、融
入生活，是中华书局的出版使命。京东图
书业务负责人张炜也表示，京东图书与中
华书局及出版业伙伴共同举办“传统文化
月”活动，正是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今年的“传统文化月”活动得到了人
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信出版
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岳麓
书社、凤凰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磨铁、果麦文化、
中南博集天卷等10余家出版机构和书企
的积极响应。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在启动仪式
上表示，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与其他出版社
一起，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月”，让“传
统文化月”成为大家走进传统文化、了解
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中华书局和京东图书联合举办，多家机构积极响应

2023“传统文化月”活动在京启动

为满足公众文化消费的品质化与多元
化需求，充分激活文旅融合消费潜力，丰
富夜间经济文化内涵，即日起，全市 26
家博物馆、图书馆开启延时服务，将每周
末和法定节假日的开放时间延至晚上 9
点。（8月29日 《宁波日报》）

博物馆、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灵
魂，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风景线。今年以
来，随着各地经济复苏、繁荣，博物馆、图书
馆成了市民和游客打卡的首选地。但在社
会发展进程中，“两馆”的相应服务也应跟
上。在这方面，宁波市的做法值得学习。

该市推行的夜间延时服务，很好地满
足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需求。由于很多市
民白天要忙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到文化场
所去消费体验。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推行夜
间延时服务后，市民在逛夜市的同时，可
到博物馆、图书馆观展、看书，利用美好
的时光释放身心压力，接受文化熏陶，其
乐融融。再则，延时服务也丰富了游客夜
间文化消费体验场景，这些暖心举措在满
足公众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还能充分激
活文旅融合消费潜力。

但延时服务推行后，相应的服务和管
理不能打折扣，要根据需求升级服务模
式，拓展服务空间，做好讲解、秩序维护
等服务工作，通过更多个性化、人性化的
便民服务举措，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舒
心、更温馨的阅读体验，从而提升夜间经
济活力。

文化服务延时
夜间经济更靓
□赵杰昌

本报讯 （记者田野）《会宁戏剧史
话》首发式日前在甘肃省会宁县举行。该书
是甘肃省首部记述县域戏剧艺术发展史的出
版物，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会宁戏剧史话》一书作者杨映华长期
酷爱秦腔艺术。退休后，他历时10年，行
程6万余公里，遍访在会宁县工作生活过的
秦腔老艺人、老戏迷或其子女，详细梳理了
会宁戏剧艺术的发展脉络。全书 56 万字，
收集珍贵历史图片300余幅，详细介绍了流
布于会宁县的秦腔剧种、专业秦腔剧团、民
间业余剧团、戏剧演出场所，以及传统剧
目、现代剧目和秦腔剧本等地方戏剧知识。

《会宁戏剧史话》
传承传统戏曲艺术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近日，新蕾出
版社推出“开学啦！小猪唏哩呼噜入学必
备”系列图书。

该系列图书作者孙鱼从父亲孙幼军手中
接棒，将全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融入学
科学习，既满足了读者对中国童话的期待，也
为即将步入小学阶段的孩子提供了一套适合
家庭教育、轻松打好入学基础的图书。

“开学啦！小猪唏哩呼噜入学必备”系
列图书严格依据小学一年级课标编写，以绘
本故事的形式讲授一年级应知应会的拼音知
识，通过场景化趣味练习题串联起小学入学
阶段的语言、数学等知识，帮助学生掌握运
笔训练、基本笔画、笔顺等，提升学生的自
主阅读能力。该系列还特别配套了拼音卡片
和认知挂图、贴纸及好习惯自律打卡器等。

父子接力创作童话
经典形象助力幼小衔接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8 月 25—27
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山大学历史
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的第四届鸣沙史学嘉年华在广州举办。

此次嘉年华活动以“一切人理解一切
人：谁塑造和解释了地方历史”为主题，分
为学术沙龙和田野考察两个环节展开。活动
邀请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探讨如何
发现地方、认识地方和书写地方的历史，为
广大读者带来了一场知识盛宴。

第一场沙龙以“庙堂：地方政治精英统
治中的成就与烦恼”为题，以秦汉、宋元、
明清等多个时期的地方官吏和地方势力之间
的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治文
化。第二场沙龙以“活着：明清沿海人群生
活中的热闹与平静”为题，以广东、福建等
地区的灶户为代表，并与贵州等地区人群的
生活进行比对，阐述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
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特征，并探索地方人群
分类依据及其自我表达，反思和回顾了历史
学家如何定义某个区域、某个地方，讨论了
区域社会史书写的理论和意义。

“鸣沙”是社科文献社图书出版品牌，
创立于2020年。

第四届鸣沙史学嘉年华举办

8月30日，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一年级学生在教室领取新书。最近，各地中小学师生陆续来到学校，以丰富多彩
的活动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领新书，迎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