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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北京北大方正
电子有限公司迎来“开门红”。方正电子旗
下中文印艺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北京
方正印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盛通印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近 日 在 京 举 行 方 正 桀 鹰
P5600CHD高清彩机签约仪式。此次合作，
标志着双方携手助力我国印刷业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2018 年，方正电子正式启动高速喷墨
普及计划。至今，方正电子已陆续推出了多
个系列、多个幅宽的高速喷墨印刷生产设
备。盛通股份是一家以综合印刷和儿童素质
教育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是极具影响力
的龙头印企。2023 年，盛通股份被工信部
评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本次签约的方正桀鹰 P5600CHD 高清
彩机，是方正电子于2023年4月在东莞广印
展上推出的方正桀鹰高清彩机3.0家族的一
款主打机型。该机型采用了新型的独立干燥
系统、全新的喷墨模组及运动结构、改进的
铜版纸墨水、改进的挂网及色彩管理引擎、
全新的畅流7.0数字化流程，结合备受行业
认可的在线检测系统，综合印刷品质、综合
效率进一步提升，能够帮助客户降低综合成
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方正电子一直以“引领中国喷墨印刷技
术发展”为己任。本次方正桀鹰 P5600CHD
高清彩机在国内领先的出版物生产企业上
线，代表着方正桀鹰高速喷墨设备已经跨越
了启蒙和爬坡阶段，从满足普通书刊的生产
能力，升级为全面满足精品书刊的印刷生产。

方正电子与盛通股份
签订新年“第一单”

本报讯 （记者张雪娇） 由新华出
版社、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
院、北京新华音像电子出版社共同主办
的 《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有
声版） 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该精品选
有声版正式上线新华社客户端、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
拉雅FM。

《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 由
新华出版社于2021年11月新华社建社90
周年之际出版发行，全书以时间为脉
络，收录了新华社记者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采写的90篇新闻
作品。《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
（有声版） 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
学院师生共同创作，北京新华音像电子
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社长匡乐成在致辞中表
示，新华社与中国传媒大学渊源深厚，
红色基因一脉相承。《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篇精品选》（有声版） 是一个非常好的
尝试和开端，可以说是国内最优秀的声
音和最经典的新闻报道的完美结合，通
过声音的力量为这些经典报道注入了新

的生命力。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庭在致辞中

说，这次师生录制《新华通讯社90年90
篇精品选》（有声版），穿越历史时空，共
同致敬经典，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非凡
历程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智慧，是一次
非常生动的“四史”实践教育。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中国传
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姚喜双播
读了由穆青、冯健、周原创作的新闻名
篇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
说，这次录制给播音学院的老师和同学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提高了
思想境界。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
喻梅认为，《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
选》（有声版） 的录制，让当代青年能够
与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隔空对话，是一次难
得的业务创作实践，是传播党和人民声音
的生动实践，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一次
精神洗礼。

发布会现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
艺术学院实习实践基地正式在新华出版社
挂牌。

《新华通讯社90年90篇精品选》（有声版）上线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中国作家协
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
社、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省文联联合
主办的菌草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
国草》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奔跑的中国草》 通过“此梦之长”
“此草之劲”“此人之风”“此路之行”四
个篇章，如实书写了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的科研之路和家
国情怀。从“以草代木”培育食药用菌，
到“点草成金”助力贫困地区农户脱贫，
再到把“脱贫草”变成闽宁帮扶协作之外

全国500多个县市的“幸福草”、享誉世
界10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草”、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草”，刻画了林
占熺与他的团队，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的专业态度、把科研做到农民饭碗里的
实践能力、把有信仰的生命熔铸在历史
发展潮流中的奉献精神，讲述了与众不
同、别有韵味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与会专家学者对林占熺的菌草事业
表示崇高敬意，对我国农林科技的发展
表示赞叹，对以此为题材的 《奔跑的中
国草》 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认为，该书

通过对优秀科学家的书写，建构了一种
新型的英雄主义叙事，彰显了新时代的
文学扎根生活、书写时代的主体性自
觉。通过一株草、一个人、一个事业，
写出了一种生命价值。林占熺的事业是
利国利民的事业，是有利于国家形象和
全球治理的事业，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曲
折也是科技创新和传统习惯、新事物和
旧观念之间的冲突。该书经过扎实采
访、细致调研，做到了既有报告，又有
文学，极好地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
艺术性相统一，梳理菌草发展历程中的

人物、事件并进行细致考证，把各类人
事物放在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
时的现实大背景中，再现了菌草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写的既是
林占熺及其团队的贡献，也是在彰显当
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映照出了时代的发
展进步，有助于读者在感受个人人格魅
力的同时，体会到信仰的力量、科学家
精神的能量。

林占熺到会感谢社会各界对菌草事业
的关心与支持。作者钟兆云现场分享新书
创作历程。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

一个别有韵味的新时代科学家故事

好的内容始终是出版业发展的第一驱
动力。近3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中
国好书”评选为标杆，持续打造以精品创
作与生产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路径，10
种图书入选“中国好书”榜单。2021
年，《向北方》 入选年度“中国好书”；
2022年，《天地人生》入选年度“中国好
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大唐气
象》《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 入选月度

“中国好书”；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论
纲》《弦歌》《前四史解读》《抗战旗帜毛
泽东》 入选月度“中国好书”，《黄河画
传》入选“中国好书”六一专榜。

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近日在接
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的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继续以

“中国好书”为依托和指引，调整制度安
排、优化生产流程、布局新媒体矩阵、拓
展编辑职能，发掘优质学术图书的营销价
值，以多维度的大胆改革迎接并拥抱数字
化时代给出版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打造
出版新生态。

以“思库”品牌为抓手
打造精品力作

通过近些年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
以学术图书出版中心为主体，以“思库”
出版品牌为抓手，整合产品线、锻炼编辑
队伍、集聚营销力量，延展精品图书生产
理念，从图书策划到抵达读者端，从内部

管理到人才培养，对标“中国好书”要求
和标准，将精品化、专业化的生产指导思
想贯穿于图书生产的全流程、全环节。王
保顶以《弦歌》为例，向记者阐述了该社
出版精品的做法。

首先是慧眼发现好选题。《弦歌》的
作者祁智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多部作品伴
随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一次偶然的机
会，出版社发现了他的一本古典诗词的读
书笔记，敏锐地意识到手稿最大的亮点是
作者充分且诗意的表达，能让人感受到经
典永远散发的可亲可爱的烟火气，有较高
的文学价值。

其次是用心编辑、不断修订。在拿到
书稿后，编辑根据作者的内在写作逻辑，
依照《诗经》、古代神话故事等类别，又
根据历史人物之间的具体关系，分门别类
地梳理编排，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在
2022 年江苏书展的图书分享活动中推出
了《弦歌》试读本，以了解读者的感受，
并根据反馈进一步对图书进行修订。”王
保顶说。

后期推广阶段，“思库”团队协同责
编与营销部门，围绕图书亮点，充分利用
作者在广大小读者中的影响力，实现线上
线下联动的全流程营销。比如，推出“祁
智叔叔开讲啦”短视频，对多场线下活动
进行直播。与读书大V等自媒体进行深度
合作，《弦歌》经常在直播几小时内就被
抢购一空，图书在出版一个月后实现了加

印。后期借势发布了《一年内加印8次的
“中国好书”究竟有何魅力？》等推文，为
进一步营销推广提供优质内容素材。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引领出版新气象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推
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江苏人民
出版社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引领传统文
化主题图书全环节精品生产。入选去年

“中国好书”6 月榜的 《前四史解读》 就
是一个典型案例。

本着做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江苏人民出版社相关负
责同志调研发现，当前图书市场缺乏系统
详细解读前四史的专业指导书、学术普及
书，满足这方面的大众阅读需求十分必要
和迫切。

身为历史学博士的王保顶，以“让典籍
活起来”为内动力，通过自己深厚的文化积
累，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进行介绍与导读，让普通读者得以走近高
深的历史典籍，全面了解这四部经典史书
的方方面面、领悟其思想精华。《前四史解
读》在去年6月中旬上市，迅即冲上了当当
网的历史类榜单TOP1，10天后即加印，半
年不到已经印刷6次。

在分析《前四史解读》成功经验时，
王保顶总结了两点：一方面在于拥有打造

好书的土壤，长期以来坚持打造高质量精
品图书的出版理念、持续深耕人文社科学
术出版；另一方面在于社内营造与时俱进
的意识，鼓励学术编辑不断去思考。

提升全媒体营销能力
让好书“出圈”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王保顶看来，要
想打造出“叫响又叫座”的双效精品图书，
离不开多元营销方式的加持。入选 2022
年度“中国好书”的《天地人生》的“出圈”营
销，就印证了这一营销思路。

在图书推广营销阶段，除了邀请到冯
骥才、余华、钱文忠等文化大家为《天地
人生》打Call，宣传和营销部门还整合各
个渠道、各个平台资源进行推荐进行“出
圈”“破圈”营销。2023 年 4 月 2 日，王
蒙携《天地人生》做客抖音“东方甄选”
直播间，在线观众17万人，图书销量达3
万多册。此外，杨澜读书、慈怀读书会、
有书、赵健的读书日记等微信、抖音大V
也纷纷录制视频或进行专场直播对《天地
人生》予以推荐。持续的“破圈”营销，
使得该书在上市仅一个月即登顶当当网文
化新书榜，至今仍然持续位居京东、当当
等传统文化图书畅销榜前列。

“精品生产有了路径和抓手，不仅要
关注内容还要关注渠道，所以做好营销，
也是考验我们锤炼数字化环境下面对市场
做好精品生产的能力。”王保顶表示。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以“中国好书”为标杆驱动精品创作生产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商小舟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李婧璇） 近
日，由湖南省邵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编写的《邵阳院士》一书由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邵阳共诞生了
23位两院院士。该书分篇分栏展现23位院
士风采，上篇讲述吕振羽、刘敦桢、李薰、
魏荣爵、李钧、刘筠、钟训正7位已故院士
的生平；中篇书写了李国杰、唐守正、李述
汤、周向宇、赵政国、陈政清、郑健龙7位
院士的人生；下篇展现了毛军发、王赤、刘
少军、谢道昕、戴永久、于登云、蒋建新、
卿凤翎、彭慧胜9位院士的风采。

该书立体呈现了院士们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展示
了他们刻苦求学、报效祖国、献身科研、反
哺桑梓的感人事迹，记录了他们的成长经历
和在多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书中的每一
篇文章后均设置“邵阳‘科星’小传”栏
目，并摘选了院士们的讲演稿、诗作、文章
等作品，全方位阐释科学家精神的内涵。

《邵阳院士》立体展现
23位科学家成长经历

本报讯 （记者徐平） 记者近日从南
方日报出版社获悉，由该社策划的 《21
城·21问——广东城市微调研报告》正式出
版发行。

《21城·21问》聚焦广东21个地级以上
城市的发展实际与重点课题，近百名调研员
深入各市，经过连续几个月调查研究，依托
实地采访、人物对话、文献研究等方式，以
微观视角、锐度观察，最终形成21篇调研
式报告。该书为广东的21个城市画像，通
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脉络的回顾和总
结，以翔实的案例和权威的数据提出发人深
省、直指城市发展关键的提问。

全书以媒体记者为核心的调研团队践行
“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不仅
体现了对城市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更通过邀
请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把脉”建言，展现责
任担当及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憧憬。

《21城·21问》记录
广东21城发展脉络

1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观众在当地一家影院观看
中国新疆题材电影《喀什古丽》首映式。

电影《喀什古丽》在讲述美好爱情故事的同时，生动展示了中
国新疆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特色。

新华社发（扎法尔摄）

电影《喀什古丽》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映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1 月 6 日下
午，北京出版社和中间美术馆共同举办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 （1949—2019）》
新书发布及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上，洪子诚、孟繁华、李杨、贺桂
梅、张均、王秀涛、高立志与该书作者曾令
存等10余位文学界、出版界人士，以《中
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 （1949—2019）》 为
例，围绕当代文学史编写的问题、方法与可
能性，就当代文学史编写以及文学史背后的
当代史议题展开研讨。与会者认为，该书作
为第一部系统回顾与总结当代文学史编写经
验的著作，为文学界、出版界讨论相关话题
提供了坚实的起点与支点。

曾令存是广东嘉应学院教授，主要从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客家文化研究，曾主持
教育部、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办等的多项研
究课题。

第一部总结当代文学史
编写经验著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