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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新年新选题

202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局长
会议强调，要聚焦主题主线，加强系统谋
划，持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出版宣传，做强做优主题出版，精心
策划重大主题出版工程项目。迈入新的一
年，主题出版工作如何与时俱进、再添新
彩？多家人民社负责人就此向《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分享了做法与思考。

布局产品线
书写时代篇章

精品主题出版物涌现离不开产品线的持
续建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编辑、浙江人民
出版社社长叶国斌介绍说，2024年，该社将
持续打造“溯源”主题出版工程，聚焦重大
主题和关键节点，推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等；深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浙江特色文化资源，推出“文物看中
国”系列等。

“我社将秉持党社和上海地区主题出版主
力军的立社根本，策划出版一系列主题出版
物。”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温泽远介绍说，
2024 年该社将围绕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人心，介绍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党的
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以“第二个结合”进
一步激活中华文化时代生命力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贺正举表示，该社
将以“四个结合”规划布局：立足用中国理
论阐释升华中国实践，注重年度重点出版和
中长期出版规划相结合；围绕主题主线，注
重有深度和有温度、有意义和有意思相结
合；抓好立体出版、国际传播，注重中文出
版和多语种国际化传播相结合；突出地方中
心工作，注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与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我们坚持特色化、品牌化、专业化，将
原创内容与专业出版、大众出版、融合出版
相融互通。”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赵彦红表
示，该社将面向全国，推出一批分众化、对
象化读物；深耕地方，推出一批反映广西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精品力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林
玉平介绍说，该社将推出一批阐释解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
的专著和有特点、有亮点的通俗理论读物；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闽台区位优势，积极
促进 《摆脱贫困》《闽山闽水物华新——
习近平福建足迹》多语种出版。

“我们将继续秉持‘上接天线，下搭地
线，融合出版’的思路。”广东人民出版社副
总编辑卢雪华介绍说，2024年该社将联合权
威学者，紧密结合新形势策划权威理论阐释
类主题精品；做接地气的时政通俗理论读
物，做长销书、畅销书；深入拓展融合发展
新领域，以有声读物、互动音频、微课视频
等形式丰富图书内容。

打造重点书
深挖资源优势

持续打造思想高地，浙江人民社将推出
浙江省委宣传部主持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课题成果《习近平文化
思想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推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中国
式现代化》；围绕“两个结合”，推出《大道
与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贯通》等。

上海人民社计划推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等思想政治
理论研究与党史党建类读物，《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操手册》等研究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
理论著作及通俗读物，以及《新时代非凡十
年的上海答卷》 等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
服务上海建设与国家战略的著作。

广西人民社将推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
究》《何以中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
因》《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问
策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图书。

立足党社定位和资源优势，广东人民社
将策划推出系列重点图书，既有重量级权威
专家的重磅新作，也有崭新视角的主题出版
精品，如《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 （1840—
1949）》《时间胶囊里的中国》等。

湖南人民社将坚持守正创新、出新出
彩，及时出版一批有分量、有标杆意义和国
际影响力的图书，如《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
利——中共七大启示录》《新质生产力》《可爱
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等。

2024 年，福建人民社将推出《守望山川》
《文脉流芳》《两岸家书》等重点主题出版物。

提升影响力
推动多维联动

如何让主题出版项目蓄水池常流常新，
使优秀主题图书“叫好又叫座”？据叶国斌介
绍，浙江人民社的做法是科学规划、有序执
行，立足浙江、深挖富矿，集聚头部、赋能
内容，深化融合、流量赋能。浙江人民社班
子聚焦聚力“第一选题”，分层次、分阶段构
建重点项目库，做好重大主题与地方特色对
接；持续深耕，与多领域知名学者、作者建
立深度合作；深化布局自媒体矩阵，通过多
维度、多体量投放流量。

温泽远介绍说，上海人民社将继续加强
国际出版交流，计划围绕《火种：寻找中国
复兴之路》等反响热烈的重点主题图书，进
行多语种版权开发；立足传统优势学科，推
荐并输出传统文化类优秀读物。该社还将借
助电子书、有声书、直播带货、视频荐书、
社群互动等形式，多渠道、多平台开展图书
推广，使主题出版跨界“出圈”、多维联动。

“我们将更注重以学术的方式、人文的方
式、知识的方式，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
大节点纪念、重大政策实践问题转化为学理
化、大众化的表达。”赵彦红表示，广西人民
社将探索构建新媒体营销模式，推动传统图
书、有声书、短视频、文创产品、活动策划
同步建设，进一步拓展和深挖主题出版的社
会价值。

探索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内容和形
式，让主题出版“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直是
广东人民社努力的方向。卢雪华认为，最重
要的是坚持内容为本，选取人民群众感兴趣
的呈现形式；采用有针对性的传播渠道和形
式，延长文化产业链与影响力。

“我们关注和发掘文本永恒价值，力求以
小切口展现大历史大时代，同时聚焦形式创
新突破。”贺正举表示，湖南人民社拟推出郭
大力译本《资本论》，以及“鉴往知来”导读
系列图书等；通过手绘、图解、听书等形式
丰富阅读体验，拟推出《硝烟中的呐喊——
图说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等。

林玉平认为，主题出版物在内容上要
更接地气，在策划思路、选题价值、作者
队伍等方面下功夫。福建人民社要以纸质
图书为源头，在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多元数
字出版探索；进行多样态、分众化、差异
化传播，实现主题出版内容价值的延展和
升级。

主题出版：

做强主线 做优产品
□本报记者 孙海悦

开卷数据显示，2023年少儿类图书是各
类图书中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同时也是码
洋比重降幅最大的门类。这一年少儿出版人
从内容到渠道多方面发力，却依然面临低折
扣、盗版书等各种发展困扰。2024年，少儿
出版领域有哪些重要选题，又在发展模式、
发行渠道等方面有哪些探索尝试？为此，《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几家少儿出
版社，听取他们的新年规划。

强化品牌建设
做好创意研发

出版单位通常以产品线强化品牌建设、
增强读者黏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
刘凯军谈道，2024年该社将进一步对“大中
华寻宝系列”“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八路
叔叔军事系列”“奥特曼、柯南”“爆笑系
列”“百问百答系列”“世纪绘本馆”等优质
IP产品线进行拓展和延伸。

“继续加强产品线开发与运营，拓展图书
价值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何龙说，长少社将继续做大做强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产品线，
全新打造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红色书系“小红
船·新时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以及
专门针对“语文六大学习任务群”策划的小
学阶段拓展阅读丛书，开发“我们的国家公
园”青少年科普丛书、《贝壳说中国》等科普
产品。绘本方面，《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
经典书系》已出版50种，2024年上半年预计
出版20种，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原创
童话等。

“2024 年，我们产品线布局仍是稳中求
进，把优势板块做扎实。”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文瑛举例说，在主题出版
方面，原创儿童文学有赵菱通过少先队红领
巾讲解员书写民族团结主题的《会发光的声
音》、依靠生态环保和科技力量实现脱贫的

《风的宝藏》、讲述民乐引领儿童成长最终走
向国际舞台的《茶园笙声》等小说新作；绘
本有以中国体育精神为主题的“闪光少年”
系列，以中国文化遗产、遗迹为主题的“文
化中国·神兽的秘密”系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在IP开发、版权运营
等方面都有规划。该社董事长、总经理徐江
谈道，2024年将充分利用已有版权资源，做
足IP创意研发，同时结合自有内容资源，开
辟图书阅读新的商业模式。该社与新疆新东
方文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自有的阅读综
合体也计划于2024年年内竣工，依托新东方
的经验优势和自有的资产优势，关于研学教
育的实践将大面积铺开。此外，该社还将通
过融合出版，建立和扩大版权资源，同时推
进众多名人名家加盟的“名家走读新疆”等。

聚焦优势板块
发力原创图书

好书涵养少年儿童心灵。陈文瑛介绍
说，苏少社常年合作的诸多一线名家曹文
轩、黄蓓佳、金波、祁智、曹文芳等，2024
年都将有新作推出。“金波儿童文学文集”继
续推出新品。此外，2024年是第四届曹文轩
儿童文学奖出版年。该奖项是苏少社打造原
创儿童文学、发掘优秀作家的重要平台，
2024 年将推出石若昕的 《住在冬天的姑
姑》、莫晓红的 《明月度关山》、常笑予的

《追松塔的爸爸》、周闻悦的 《再见，木卫
二！》等9部作品。

二十一世纪社将推出 《大河》《深蓝》
《夏布绣绮梦》等重点主题出版项目；《建筑
里的中国历史系列》《中国民间故事·素女》

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神奇图书馆”
系列、“八路叔叔军事系列”、《吴有用元朝上
学记》等市场畅销书。

长少社今年策划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故事绘本（第一批 10 册）》《一家人的哨
所》《画说长征（3 册）》《航天赤子——罗阳
传》4部重点图书。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故事绘本（第一批10册）》依据中宣
部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伟大精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
脉。在精品图书方面，长少社策划了《中国
力量·讲给孩子的科技传奇（第二辑）》、“未
来系少儿科幻丛书 （第二辑）、《金凤凰名家
原创儿童小说书系》、《长江儿童文学研究论
丛》等4个重点项目。《中国力量·讲给孩子
的科技传奇》是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
讲述的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等超级工程的故
事。该书第一辑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
版物出版规划项目、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
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

新疆青少社将发力新疆题材的原创图
书，“这里是新疆”系列绘本将推出《喀什寻
喵迹》《牛羊大巴扎》《丁香花开》 等新品；
原创科学、文化普及图书方面，有自主策划
的《看！天山》《自然家园：地图上的新疆野
生动物》《自然家园：地图上的新疆野生植
物》等。此外，“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

《新疆正在说》、“写给孩子的新疆百科全书”
系列、“儿童中医药知识启蒙”系列等均是探
寻与其他社合作出版新模式的项目。“新疆是
个好地方”系列等原创文学作品也将于2024
年启动。

调整产品结构
加强渠道建设

刘凯军谈道，2023年新媒体带货的风口
让传统出版人困惑。部分图书与童书编辑的
价值观相左；市场内卷致使图书售价持续下
滑，让从业者心情崩溃。面对这些市场状
况，二十一世纪社和多数出版社一样更加冷
静，缩减出书规模，调整产品结构，这将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童书生产过剩所引发的内卷
压力。

虽然市场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但是，
刘凯军认为，2024年将是重拾信心的一年。
地面阅读活动逐渐回暖，部分新媒体渠道对
优秀版权产品表示关注，让童书出版人感受
到了图书价值回归的讯息。为此，2024 年，
二十一世纪社一方面期待出台维护图书市场
秩序的规定，不放任市场对出版社的损伤；
另一方面，多策并举，努力应对市场。二十
一世纪社将成立阅读推广事业部，加强书单
产品的地面推广；对产品进行分类，不同产
品设计不同折扣，以支撑传统电商渠道；加
强新媒体队伍建设，构筑起全方位的营销活
动服务和传播路径。

新媒体渠道是各社关注重点。何龙说，
2024 年长少社首先要做好四大平台的自营
店铺矩阵建设工作，以打造直播专场和爆
款短视频为主要目标；其次，总结此前爆
款打造经验，深挖重点产品的核心卖点痛
点，与新媒体客户形成推广合力，共同打造
新的爆款产品；再次，加快构建自有私域渠
道，通过加大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媒
体平台的宣发力度，促进公域流量向私域流
量转化。

陈文瑛也谈道，苏少社一直关注市场的
急剧变化，积极拓展线上推广新形式，有
些传统产品，比如作家金波主编的“自然
笔记”系列 16 册，经过持续推广已经取得
了显著效果。2024 年，该社将继续延续这
一路径。

少儿出版：

做精内容 做活渠道
□本报记者 洪玉华 刘蓓蓓

编者按 做好选题规划与布局，是出版单位提升内容质量的重要抓手之一。2024年，出版单位有哪些选题规划，将推

出哪些精品力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部分出版单位进行了专题调研。本期05—07版，从主题出版、少儿出

版、古籍出版、文学出版、科技出版、教育出版、社科出版等7类，展示2024年各单位的选题规划和出版思路，以期为行

业规划选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