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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来解决一个个问题的，以
前经常为此苦恼，遇到《领导文萃》，好
似有了灵丹妙药。”甘肃读者孙永红在

《领导文萃》 创刊 30 周年举办的“我与
《领导文萃》的故事”征集活动中，讲述
了她和《领导文萃》相伴17年的故事。

《领导文萃》有着独具一格的办刊特
色，是一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领导干部的
文摘名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了解到，目前《领导文萃》发行网络覆盖
全国，单期发行量达14万余册，年发行
量370万册，荣登“2023年度中国邮政发
行百强榜”第 26 名。30 年来，《领导文
萃》已逐步成长为全国颇具社会影响力和
高品牌价值的刊物，深受广大领导干部和
管理群体喜爱。

定位精准
坚持独特风格特色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领导科学
蓬勃兴起，福建省成立领导科学研究会。
为进一步推进领导科学的学习和宣传，由
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主管主办的刊
物——《领导文萃》 应运而生，并于
1993年年初正式发行。2008年，《领导文
萃》从月刊改为半月刊。

党性铸魂、政治办刊是首要原则。
《领导文萃》坚持思想引领，以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和“两个结合”作为办刊
之魂，在意识形态上释放正能量，彰显政
治办刊的党刊本色，以读者大众喜爱的文
章风格阐释党的主张和国家政策，紧扣热
点，推出了一系列站位高、选题精、内容
好的重大主题策划，着力打造领导干部、
知识群体最喜爱的文摘刊物。

定位鲜明、独树一帜是办刊特色。30
年来，《领导文萃》始终坚持以“荟萃领

导艺术、弘扬领导文化、创新领导思维、
提升领导能力”为办刊宗旨，以“定位精
准、特色鲜明、文风精到”为办刊风格，
牢牢把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品味和
阅读需求，读懂世界大势，讲好中国故
事，不断提高办刊质量，不断增强刊物的
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风格与特色。

核心栏目引领
多个栏目组合推进

《领导文萃》 的读者有个共同感受，
这本杂志的文章既有高屋建瓴的识见，又
有雅俗共赏的情趣，而这源于其立足内容
富矿、独具匠心的栏目设置。《领导文
萃》栏目设置采用“1+N”模式，即1个

原创类《高端访谈》栏目与“N”个思想
性、可读性强的文摘类栏目相结合。

“《高端访谈》栏目是《领导文萃》
重点打造的原创精品访谈栏目，也是刊物
的核心栏目。”《领导文萃》编辑部负责人
介绍说，栏目坚持“三个高端”标准，即
选题高端、专家高端、内容高端。《高端
访谈》选题和内容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党
和国家中心工作进行阐释与解读，发挥思
想引领和解疑释惑的作用，务求权威、前
瞻、可读，访谈专家来自高层次的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经过多年努力，该栏目
已具备稳定的组稿渠道，与国内各领域诸
多专家、学者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创建了多领域专家库，成为《领导文
萃》专业、权威的基石。

“N”是多个文摘类栏目，包括 《今
日时政》《领导艺术》《谋略天地》《人
物》《政界叙事》《竞争时代》《历史宽
带》《边缘趣味》《纸上俱乐部》等9个栏
目，文汇古今中外，文风短小精悍，给读
者以深刻的启迪。

独具匠心的“1+N”模式，在做好核心
原创内容的基础上，丰富文摘类栏目，在一
个原创栏目的引领下，其他文摘类栏目共
同提升，令《领导文萃》栏目内容更为厚重。

内容为王
探索新媒体深度融合

坚持内容为王的同时，《领导文萃》
也进行新媒体探索。

2015年7月，刊社正式上线并开始运
营微信公众号“领导文萃”。2017 年，

《领导文萃》建立新媒体部，建成“两微
一端”（微信、微博、客户端） 新媒体矩
阵。2021 年，新媒体部深耕原创作品，
在“两微一端”平稳运营的基础上，拓展

了小程序业务；2021 年 8 月起，新媒体
《高端访谈》栏目入驻“学习强国”福建
学习平台，福建干部网络学院频道定期更
新。目前，领导文萃新媒体全平台粉丝突
破42万。

“新媒体并非脱离刊社独立运营，而
是结合刊物的特色内容和特定读者群体的
需求，创造兼具高质量内容阅读和人性化
增值服务的融媒体产品。”《领导文萃》新
媒体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刊物已形成
以母刊为主，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
端、头条号及小程序“六位一体、深度融
合”的战略发展格局。

目前，《领导文萃》微信公众号影响
力长期位列福建区域文化榜前十名（新榜
指数）、全国党刊微信公众号影响力前十
名 （清博指数），在福建省内同业期刊新
媒体中名列前茅。2016 年起，《领导文
萃》入选了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大众
类 期 刊）、“ 数 字 阅 读 影 响 力 期 刊
TOP100”。日前，《领导文萃》又荣登中
邮阅读网发布的“2023 年度数字阅读精
选期刊 TOP50”第四名，大大增强了品
牌的社会影响力。

30年来，《领导文萃》牢记嘱托，始
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办刊质
量，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领导文萃》这本领导力读物，一
出世就被赋予了传播发展中国特色领导科
学和中国化领导力理论，促进干部队伍领
导能力提升的初心使命。”中国领导科学
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冯秋婷如此评价。

而立之年的《领导文萃》站在新起点
上，将坚守传播发展中国特色领导科学、
中国化领导力理论和促进干部队伍领导能
力提升的三重使命，不断总结经验，守正
创新，不断提高读者服务水平，不断增强
刊物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领导文萃》年发行量达370万册

办领导干部喜爱的文摘名刊
□本报记者 张福财 通讯员 刘新征

从今年 1 月开始，“辛小湘”就没有
停下来歇息过：1 月中旬，“辛小湘”在
忙着“评两会”，接着就开始了“新春走
基层”；在两个重要活动的前后及间隔期
间，“辛小湘”还不忘点评一下“尔滨”
文旅“出圈”，关注一下春运与年味儿。

“辛小湘”是谁？其实，它就是《新
湘评论》 自 2023 年改版升级后，在微信
公众号“指点”上打造的时政ID。

为何要打造“辛小湘”？在“辛小
湘”活泼而年轻的面孔背后，《新湘评
论》又做了哪些创新与探索？近日，《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新湘评
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贺弘联。

着眼年轻态
提升话语体系穿透力

不断改文风，创新表达形式，革新
话语体系，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键
入”网络大小屏、“飞入寻常百姓家”，
是近年来 《新湘评论》 一直在思考和实
践的重点。

“我们坚持以革新的姿态做好从理论
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变和从自上而下的

‘说教式’理论灌输向自下而上的‘体验
式’实践诠释转变。”贺弘联表示，这是

《新湘评论》 理论宣传上的主动求变之
为，也是主动应变之策。

把权威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实现党
刊宣传“出彩”“破圈”是每一个宣传战
线上的工作者必须直面回答的时代课题。
贺弘联举例说道，为了能够做好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的报道，《新湘评论》在去年策
划推出了“重温经典学调研”系列报道，
力求在表达上“轻量化”，以白描的语言
再现历史的穿透力和现场感。如《不想当

“富二代”的恩格斯，走出“舒适圈”去
做工人调查》，从标题到内容都以浅显易
懂、形象生动的“轻语态”吸引了众多的
年轻受众。

开篇提到的“辛小湘”，其实就是一
个更具有标志性、更能引起年轻人共鸣的
形象 ID。通过“辛小湘”的“差异化表
达”，以此抢占“注意力制高点”。对此，
贺弘联表示，《新湘评论》 以“辛小湘”
的ID打造，通过有品质的时政评论赢得
用户、发展用户、集聚用户，推出了一批
5 万+、10 万+的时评解读文章，形成了

“出圈”效应。
抢占注意力制高点，也不能脱离大众

与基层。《新湘评论》 坚持践行“走基
层”，让群众来谈基层工作与经验。

2023 年第 23 期的 《新湘评论》 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组织主题
宣传中，改变以往的组稿形式，转而面向
省内主要媒体和市州县区融媒体一线工作
者约稿，请他们谈经历、谈实践、谈责
任，用更加贴近群众需求且短小精悍的实
践案例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达来诠
释，以“走基层”的视角，实现“接天
线”的宣传，“走新”的尝试更收获了

“走心”的成效。

借助技术翅膀
提升作品震撼力

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让

“好声音”成为“最强音”，需要党刊持续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全面拥抱新技术。

《新湘评论》在探索融合报道的新形态上
一直在努力赶超。

“在融媒体时代，真正最具影响力的
产品大多是平台级的。依托平台特性，形
成较为完整的传播生态系统，就能在内容
与服务的分发中占据较大主导权，更好地
提升用户黏性，最终占据价值链上游。”
贺弘联谈了自己对传统党刊借助新技术起
飞的思考与做法。

借助微信视频号的风口，“新湘评
论”视频号创立并迅速发展，立足党刊定
位，讲述红色故事，把握节点节奏，打通
了流量“入口”。

贺弘联介绍说，“新湘评论”视频号
踩准时间节点，策划推出的如“感悟伟
人毛泽东的‘能量’密码”“点到为止”
等一系列专题均获得了巨大的关注，系
列视频共发布100多个，总流量超1亿人
次。其中，视频号制作的 《湘水之岸，
英木苍苍》 单个短视频浏览量达 800
万，点赞量超过30万。得益于视频号的
成功运营，“新湘评论”微信公众号的粉
丝量也由 2023 年年初的 5 万增长到如今
23万。

此外，《新湘评论》在2023年还加强
了与湖南省内主流媒体的合作，在新湖
南、时刻新闻两个客户端上共建“新湘评
论”频道，打通了在“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的上稿渠道，实现了内容的多平台分发
和推广，在打造地方新型党刊上迈出了新
步伐。

理论阐释不放松
紧扣深化内化转化

无论是语言年轻态表达，还是拥抱新
技术推动媒体融合，理论阐释才是基础，
是党刊的看家本领。《新湘评论》持续在
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通俗化表达上
下功夫，注重将理论阐释的“深入”和话
语表达的“浅出”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
精品力作。

回顾 2023 年全年工作，贺弘联总结
了“三个注重”。

第一个“注重”是注重体系化、学
理化。贺弘联介绍说，《新湘评论》 在
2023 年每期推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以专
题的形式就一个理论话题进行集中解
读，充分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真理性，也充分展示
了杂志社的政治敏锐性。如在 2023 年 8

月 16 日 策 划 推 出 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8·19”重要讲话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
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
经济学”，率先推出了“加强人文经济
学研究 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阅
读；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
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第一时间跟进
宣传阐释，推出的 《为何提出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以新质生产力塑造核心竞争力》
等理论评论文章，均发挥了重要的领航
作用。

注重打通历史与现实，从历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是贺弘联总结的第二个

“注重”。贺弘联举例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后，《新湘评
论》 第一时间推出“拥抱民营经济的春
天”主题阅读，同时刊登邓小平 《各民
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
治力量》 一文，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
建、工商联界委员时的讲话刊发赏析文
章，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民营经
济的重要力量。贺弘联说：“紧扣习近平
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组织约请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专
家撰稿，结合党的经典历史文献，进
行贯通解读，以这种‘穿越+对接’的
链接方式增强理论解读的深度、丰富
理论宣传的形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
欢迎。”

注重及时学、跟进学、广泛学，是
贺弘联口中的第三个“注重”。“我们
发 挥 理 论 宣 传 各 栏 目 森 林 体 系 的 作
用，让每一个栏目都充满阐释新思想
的强大力量。”贺弘联举例说道，《新
湘评论》 在 《岳麓讲坛》 栏目中推出

“守正创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
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
人类文明形态”“新时代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实践”等重大理论研究成
果，全力为党的思想理论传播作出原
创性贡献；在 《实践》 栏目刊发一系
列贯彻新思想的地方工作的实践经验
类文章等。

“总之，为了宣传好习近平文化思
想，我们做到了全力量上阵、全栏目协
同、全过程聚焦。”贺弘联总结道。

2024 年，《新湘评论》 不仅仅只有
“辛小湘”，还将推出系列有声作品，组织
“青年党员读党刊”活动，探索将文字、
图片、视频、音频、互动等深度融合，努
力打造一个基于“轻量化”的理论宣传

“头等舱”。

《新湘评论》传播党的声音求新求变

年轻态表达 接地气阐释
□本报记者 杜一娜

手持团扇、对联等物件，编辑们依次上阵，
轮番进行变装，身穿传统汉服，现身街头，为杂
志读者送上新春祝福，甚至用粤语出镜，丰富祝
福形式。春节期间，《花城》杂志官方视频号推出
的一组变装贺岁视频，让不少读者眼前一亮。平
日里埋头在书本背后的编辑们走到镜头前，用
年轻活泼的形式，表达着《花城》杂志的真诚祝
福。随后，这组新春变装贺岁视频的幕后拍摄花
絮也被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趣味十足。

今年1月，《花城》杂志开通了官方视频
号。春节期间策划拍摄的这组新春变装贺岁视
频，穿越古今，带读者们沉浸式体验了一把广
东热闹非凡的新春灯会。官方视频号的开通，
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而今年的《花城》杂志，
也有着众多待实施的计划。

创新表达贴近受众

长期以来，《花城》杂志都在关注青年作
家的创作和青年读者阅读趣味的培养。流媒体
（短视频）、游戏、社交媒体是让当下青年迅速
产生共鸣和传播的主要平台，也是他们离不开
的生活必需品。《花城》杂志副主编杜小烨告
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我们希望
除了文字之外，还能与青年读者用图像化和幽
默风趣的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

早在2014年，《花城》杂志就开通了官方
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新刊文章、名家美文、
文坛热点资讯等内容。2022 年，杂志正式入
驻小红书平台，分享年轻编辑充满活力的工作
现场，多元化的美好生活方式。2024 年，杂
志官方视频号正式上线，希望创作更多生动有
趣的视频，用影像穿透不同圈层的壁垒，为当
代文学带来更多话题性和新玩法。

杂志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日常会进行联动，
尝试做拟人化、个性化的虚拟IP设定，实现
传播场景的年轻化，建立和读者交互式的沟通
场域。“当下，传统的文学期刊如想要推进传
播形式的更新迭代、文学载体的多样化呈
现，一定要加强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平台
建设。”对于新媒体平台的建设，杜小烨态度
坚定。

此次春节期间的变装贺岁视频，网感颇
足，贴合年轻受众。杜小烨坦言：“一键变装
是抖音的热门分类之一，我们很早就想进行
这方面的尝试，反差越大越好。而且在读者
的想象中，文学编辑都是稳坐办公室的严肃
人士，那么在新年里，这群平时只见名字不
见面的编辑，也可以走出办公室，带大家逛
逛热闹纷呈的广东新春灯会，赏花、看灯、
寻找龙的踪迹。”

想法有了，但如何落地实施是个问题，拍视
频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执行难点首先在于场
地的选择。但幸运的是，2023年3月，花城文学
院在越秀公园落地，杂志社有了一个宜古宜今、
充满书香气息的拍摄场地，而且十分出片。拍摄
当天，正逢越秀公园2024新春灯会开幕，编辑
们扮演成古人在人潮中穿梭。

王牌栏目夯实口碑

有了新春变装贺岁视频，今年的 《花
城》 杂志算是在新媒体平台方面开了一个好
头。而今年对于 《花城》 杂志来说，也是特
殊的一年。

2024 年适逢 《花城》 杂志创刊 45 周年。
作为一本历史悠久的文学核心期刊，《花城》
杂志将借力花城出版社“书刊互动”的产业优
势、花城文学院的平台优势，聚拢国内优质文
学资源，围绕“花城”文学IP打造融合创新
的创意平台，不断探索新的文学/文化表达方
式，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具吸
引力和独特性的产品。

在具体策划方面，今年起，《花城》杂志
专设名家作品专栏，让各代际作家的队伍共放
光彩。杂志新设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专栏，
李修文回归心灵震荡的小说创作15年后，第
一期推出重磅长篇小说《猛虎下山》，以极具
想象力的故事、迅疾如风的节奏，讲述人虎博
弈的深刻寓言。“马上要推出的第二期是短篇
小说 《木棉或鲇鱼》，描写台风中的狂暴人
心，悬念迭起。”对于新内容，杜小烨给出了
颇具吸引力的预告。

新一年，《花城》杂志还与学者张莉共同
新设《新女性写作》栏目。该栏目希望邀请、
发掘青年一代女性写作者创作，深入推动中国
当代文学及女性文学发展。目前，栏目第一期
已推出杨知寒、三三、蒋在的小说作品，第二
期将推出朱婧、余静如、阿依努尔的新作。此
外，“美发生着变化”“我们各自承担生活的重
量”“当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等专栏话题也
引发关注。

名家新作历来都是读者关注的亮点和焦
点，因此，张抗抗、邓一光、尹学芸、韩东、
刘庆邦等名家新作也将陆续在今年的《花城》
中呈现。备受期待的蔡崇达新作《草民》也即
将在《花城》第三期发表。

采访中，《花城》杂志给出了不少预告内容，
可见，迎来创刊45周年的《花城》杂志将在今年
不断创新，让老期刊不断焕发新活力。

《花城》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

与读者贴得近
让杂志走得远
□本报记者 齐雅文

“辛小湘”在“指点”微信公众号上
参与的“新春走基层”报道。 资料图片

■经营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