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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勤 祝小霖）由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毕昇
印刷技术奖颁奖大会日前在京召开。中
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出席大会为获奖者颁
奖并讲话。毕昇印刷技术奖创立于
1986 年，本届共表彰 20 名优秀印刷
人，包括宋延林等8名毕昇印刷杰出成
就奖获得者、陆晔等 12 名毕昇印刷优
秀新人奖获得者。

张建春指出，此次颁奖活动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既是对获奖者过往成绩的肯定和表彰，
也是为新时代开创印刷业发展新局面积

蓄人才力量。获奖同志的先进事迹集中反
映了印刷战线全体同志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
践，集中反映了广大印刷工作者守正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希望
获奖代表争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模范践
行者，不断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的政治
责任感使命感，发挥领头雁作用，推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印刷战线生根开花，
激励全行业为印刷强国建设不懈奋斗。

张建春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印
刷战线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实践，大大丰
富了中华印刷文化的时代内涵，为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提供了生动注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印刷战线要担当文化使命，坚定文
化自信，站稳人民立场，激发创新活力，
架起交流桥梁，为传播思想文化提供更
多优质载体，为文明传承发展提供更有
力支撑，为人民美好精神生活提供更丰
富食粮，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更强劲动
能，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更多元渠道，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印刷力量。
要不断完善印刷人才战略布局，建设方
向正确、结构合理、技能突出、能干善创
的高素质印刷人才队伍，加快完善印刷
人才的培养体系、认定办法和奖励机制，
更好吸引人才、服务人才、造就人才。要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弘扬毕昇创新精神，
用拼搏和奋斗破解发展中的拦路虎，抓
住产业变革新的机遇，聚焦人民群众的
文化新期待，提升印刷业数字化水平，打
造和培育数字化新动能新赛道，推动产
业的质量效益和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中国印刷
技术协会理事长刘晓凯，中宣部出版产
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袁亚平，中国
印刷博物馆馆长李国奇参加大会并颁
奖。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宋延林、新
疆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陆晔作为获奖
代表发言。各地印刷行业协会、部分印
刷企业、有关印刷院校等代表参加会议。

第十七届毕昇印刷技术奖颁奖大会在京召开
张建春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黄琳）“盈盈荷上
露，灼灼如明珠”“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近日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举办
的“文化大美 书香迎新”跨年文化
TALK SHOW 上，杭州亚运会开闭幕
式总撰稿冷凇和读者分享了把唯美诗
词藏进亚运会的故事。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
潮新闻主办。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
辑 周 天 晓 介 绍 ，“ 书 香 迎 新 ”TALK
SHOW作为知识分享类活动，每年邀请
各界领军人物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带领读者回顾这一年的文化事件。

现场，中图网创始人黄平将自己和
书的故事娓娓道来。今年 8 月台风来
袭，一篇求助推文让中图网获得全网关
注。在灾后重建中，中图网上线的“图书
加油包”“文创加油包”收到来自四面八

方的支援。黄平告诉大家，中图网正加
快恢复步伐，清理后的仓库正在不断充
实，平均每天入库超过两万册。

作为拥有百万粉丝的读书博主，
最让@小玄夜说书有成就感的，是他
的“历史的遗憾”系列被一些老师当
作教学素材，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
看。“希望明年能够产出更多有意思的
视频，多推广一些好书，让更多朋友
感受到阅读和思考的乐趣和价值。”

“85 后”科幻作家张潇寄语读
者：“未来就隐藏在当下。一个人只有
梦想远远不够，还要付诸当下的行
动，才能让未来如约而至。”

活动还设置了2024书香锦鲤、书
香盲盒、书香市集等好玩的互动。

◀书香市集打造中式美学风格的
新年氛围。 本报记者 黄琳 摄

“之江”潮新闻，写尽书香这一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白
瀛）《中国好人》特别节目27日晚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首播。节目通过视
频播放、现场采访、网友互动等形式，重点
讲述9人（组）“中国好人”和2位“中国好
医生中国好护士”的故事。

节目现场，植树造林38载让荒山披“绿
装”的李振海、热心教育 40 余年甘当“孩子
王”的乡村教师石武荪、悉心照顾4位老人的
重庆村妇张吉莲等，回忆了自己在工作和生
活中的执着与坚守。

主办方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表示，
“中国好人”身上彰显的热爱祖国、奉献人
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
精神，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高尚情操，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

《中国好人》特别节目
致敬平凡英雄

本报讯 （记者田野） 为期 3 个月的
“书·路——甘藏古籍展”近日在甘肃省图书
馆开展。

展览甄选甘肃省馆藏古籍中反映书籍发
展史的古代文物和书籍善本140余件（套），
展示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永乐北藏》、《淳化阁帖》、《古今图书集
成》（铜活字本），以及甘肃地方志、丛书和经
史子集各类珍稀善本，讲述了书籍从甲骨、陶
片到简牍、书籍的数千年发展史。

甘肃省图书馆现有古（旧）籍总量约 38
万册，其中善本4000余种、10万余册（件）。展
览共展出该馆馆藏文献 88 件，其中古籍 78
件、民国文献3件、影印文献1件、雕版1件、
盲文图书5件，包括《重刊许氏说文解字五音
韵谱十二卷》（宋刻元明递修本）、《监本附音
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元刻明修）等珍贵
的一级古籍。这是该馆部分馆藏文献精品首
次公开展出，让观众近距离观赏古籍之美。

甘肃省馆藏古籍
在兰州展出

11月底，《阳光少年报》发行量突
破150万份，引起业界、学界的广泛关
注。12月24日，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
委员会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融
媒体时代的产品创新发展路径——《阳
光少年报》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学
者对《阳光少年报》的成功进行充分探
讨，共同把脉，如何让融媒体时代的产
品创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媒体融合10年来，主流媒体经历
了从强势到衰落又到振兴的过程，转型
发展依然在路上。《阳光少年报》和青
少年教育的融合是一大特点，但最重要
的是在用互联网的思维办媒体。”中国
记协党组书记刘思扬说，《阳光少年
报》以用户为中心，很好地处理了主流
价值与儿童特点的关系；注重体验，利

用大数据思维，通过互联网获取用户数
据、了解用户的习惯，更好地服务用
户；商业模式提供的是产品和服务，拒
绝刊登广告，颠覆和挑战传统行业规则
和商业模式。

对内容的极致追求

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管、大象新闻
主办的《阳光少年报》，主要是给孩子
讲述时事新闻，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解读
刚刚发生的时事热点，从而提升孩子的
综合素养。

凭借一袭衣袂飘飘的《唐宫夜宴》
一炮走红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在融合传
播上不断有亮眼的成绩，带着广电基因
的《阳光少年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河南广播电视台台长王仁
海说，《阳光少年报》的突破是聚力融
合传播的创新实践，“我们这几年面对
移动互联网的冲击，还是以优质内容生
产打造品牌，扩大品牌的影响力，通过
品牌来带动营收”。

打造品牌的过程，阳光少年报社社
长黄宁将其形容为“心无旁骛打磨产
品”。“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我们
没有放弃对内容的极致追求。为了孩
子，对每一个字心存敬畏，这是我们的
信条。”黄宁说，为了追求品质，保证
孩子的阅读体验，《阳光少年报》有很
多不近人情的规矩，比如主笔写作之
前，必须看够10万字资料，掌握足够的
背景知识，把新闻彻底吃透再讲给孩子
听；再比如同样一个选题，两位主笔写，

谁写得好上谁的；报纸拒绝广告，包括各
种形式的植入广告；使用大豆油墨，做到
了纸品可溯源……

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胡占凡对《阳
光少年报》十分熟悉，因为他的外孙是

《阳光少年报》的铁杆粉丝。他说，《阳
光少年报》定位十分清晰，文笔完全是
符合少年的，“据我所知，为了办好这
张报纸，报社对主笔做过专门的训练，
训练如何把成人的新闻改造成少儿新
闻，让儿童能看懂。这个训练是极其必
要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原副会长、
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原副会长陆士桢也
不断强调儿童视角，在她看来，《阳光
少年报》的很多创新和变革，都围绕着
大视野下的儿童视角和认知所展开。

（下转02版）

《阳光少年报》发行量突破150万份，给融媒时代办报带来思考——

用互联网思维给孩子讲时事新闻
□本报记者 袁舒婕

千年古都礼敬“千年大计”，大运河
畔闪耀“文化之光”。12月27日，北京艺
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以飘逸瑰丽、融汇古今、功能多
元之姿同日亮相北京城市副中心。首都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喜添三座新地标、迎
来新的里程碑。

寓意“文化粮仓”“森林书苑”“运河
之舟”的三大文化建筑，全部由世界一
流团队打造，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牵手”，用建筑之美定格大运河这一流
淌千年的中华文脉。当日下午，三座文
化殿堂同时开门迎客，礼接四海宾朋。

“小图小图，请问山间阅览区怎么
走？”北京城市图书馆门前，读者正与
AI数智馆员“图悦阁”亲切对话。以16
米超高玻璃幕墙为衣、144根银杏造型
立柱为梁，馆内两座“书山”起伏绵延、
视觉震撼。

“这里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
阅览室、国内藏量最大的智能化立体书

库，以精准的用户画像变‘人找书’为
‘书找人’。”首都图书馆副馆长李念祖
说，通过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让读者
感受“临山间、于树下、勤阅览”的文化
雅韵，探索知识的广阔世界。

“巨帆扬起”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内，四大主题展览集纳 30 余家全国各
地博物馆千余件珍贵文物，展现人、水、
城千年和谐之美。“运河之声”等开馆活
动提供深度交互体验，让游客仿佛“运
河画中人”，空间布置饱含创意和诚意。

北京艺术中心可实现国家大剧院
剧目同步上演；北京城市图书馆与首都
图书馆诠释“都与城”的关系；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
南一北”讲好文化故事……随着三大文
化建筑开放，全国文化中心北京的优质
文化资源沿着运河文脉向东延伸，立足
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绵泽海内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
者王明浩、李德欣、张骁）

古都运河畔古都运河畔，，绵延绵延““书山书山””会读者会读者

北京城市图书馆内北京城市图书馆内，“，“书山书山””起伏绵延起伏绵延，，视觉震撼视觉震撼。。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12 月 25 日，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3 年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根据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各地区各部
门各出版单位组织报送主题出版选题 2378
种。经评选论证，最终确定2023 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170 种，其中图书选题
15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20种。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宣传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
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落实政治责任，
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主题出版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
要对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出版发行工
作进行全流程指导，出版前认真组织做好全
面审读把关，切实提升内容质量，督促出版
单位按时高质完成重点出版物出版工作。

通知强调，承担重点出版物出版任务的
相关出版单位要把好出版导向关，提升精品
意识，严格遵守重大选题备案等规定，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切
实抓好重点出版物组稿、编辑、校对、印
制、发行等各环节，确保出版质量。正式出
版时，可在出版物封面或外包装上标注

“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字样。
据了解，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对此次入选的重点出版物给予专项支持。中
央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报道2023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好本地区本
部门重点出版物的宣传推介工作，各地书城、
书店设立专门区域集中展示展销重点出版
物，对读者购书给予优惠。网络书店可根据自
身特点，开展相关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

2023年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物选题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