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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聚焦

2024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十个年头，一盘
棋建设、一体化发展，使京津冀印
刷业展现勃勃生机。在建设京津冀
印刷业协同发展先行区的顶层设计
之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了解到，京津冀印刷行业协会搭
平台、聚资源、优服务，紧扣京津
冀协同发展关键词，在实践中勾勒
出助推印刷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过去一年更是硕果累累。

双向奔赴
构建环京印刷产业带

身处首善之区，北京印刷协会
配合主管部门的中心任务，积极主

动开展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北京
印刷协会理事长张亦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北京印刷业牢牢把握新
时代、新发展、新机遇，发挥区位
优势，与天津、河北深度合作，形
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健康发展和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据张亦介绍，去年年底，北京印
刷协会分5批次走访调研了京津冀
34 家印刷企业，其中，天津及河北
石家庄、三河的15家企业为本地企
业，其余19家为北京通州、顺义、大
兴等区域外迁企业。“据不完全统
计，外迁书刊印刷企业的生产总值
在 50 万亿元以上，成为天津、河北
地区书刊印刷产业增加值。”张亦表
示，京津冀地区已逐步形成环京印

刷产业带和京津冀出版印刷产业发
展的新格局。

河北印刷业积极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走
深走实。据了解，近年来，河北承接
印刷的出版物种数超七成来自京津
两地，鹏润、中科、虎彩、铭成等大批
京迁印刷企业相继落户，带来双向
奔赴的新变化。河北省印刷协会会
长薄会川介绍，河北印刷业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深层次服务国家战略，
协会还积极推动本省印刷行业“服
务首都核心功能 推动京津冀印刷
业协同发展”，重点保障印刷企业推
荐工作的开展。

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承接北京印刷

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国内
知名企业北京盛通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印刷企业在天津新建，印刷
产业聚集效应更加突出。

互融互通
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

作为展示河北印刷形象的石家
庄印刷博览会，2023年在河北省印
刷协会的支持下实现“首创”——首
次携手京津印刷行业协会，以展团
形式亮相，实现多区域协同。这是京
津冀印刷业实现互融互通、共享共
赢的缩影，三地协会充分发挥京津
冀印刷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携手
共谋产业发展。

一年来，北京印刷协会调研走访
河北故城出版印刷产业园，河北省印
刷行业协会主动参与、高标准打造辐
射京津冀的印刷展会品牌……三地
协会、企业间的交流互动愈发频繁。
尤其是覆盖华北、东北九省（区、市）
印刷行业协会的交流活动，以“交流、
合作、发展”为主旨，从最早的北京、
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延伸至黑
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从产品质量
的研讨到行业发展的探讨，协会、行
业间的交流合作更为深入。在天津印
刷协会秘书长刘建华看来，只有不断
加强企业、行业协会间的沟通，才能
发挥各方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行业协会“搭台”，园区企业“唱
戏”。河北省肃宁县印刷企业集中亮
相2023石家庄印刷博览会，以实物
展示“肃心匠作 源自品质”。肃宁县
副县长王美玉告诉记者，肃宁通过建
立园区、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促进
当地传统图书印刷产业集群高质量
发展，目前印刷年产值达50亿元。

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运
而生的河北故城出版印刷产业园，
已入驻河北泓景印刷有限公司、河
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优奇仕
印刷河北有限公司等多家印刷企
业。河北泓景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文普介绍，目前园区配齐全品类
印刷装备，图书期刊、儿童图书、立
体卡书、产品包装和产品说明书等
都可在园区内印制完成。“园区各家
企业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下，抱团取
暖，进行战略性合作，扩大园区产
能，开拓出了全新赛道。”

京津冀印刷业跑出协同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2024 年“世界最美的书”评审
结果日前公布，由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制的《千古霓裳：汉服穿着文化》
获2024年“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这是中国参赛作品中唯一获奖图
书。“最美的书”评委对此书有这样
的评价：“书籍运用非常现代的材料
和工艺，却隐隐透出古朴典雅的气
息。外封内文装帧布折叠成竹简的
形式，贯穿始终，起到了调节阅读节
奏的作用，具有东方的神秘感。彩色
图版部分不断折叠的页面也与汉服

‘千叠百褶’的特征相吻合。图案构
造、服饰排版新颖独特，在中国传统
装帧形式基础上，运用新材料新工
艺，实现了理念上的创新。”

装帧设计
表达汉服典型特征

《千古霓裳：汉服穿着文化》是
针对现代年轻人汉服热策划的一本
书。设计落脚点在“服”上，书籍整体
设计是希望通过书籍这个载体，在
书这个立体空间中表达汉服“千叠
百褶”的典型特征及上衣下裳的设
计理念。

图书封面独创搓金设计，每个
封面都由师傅手工搓金。外封图形
是“汉”“服”两个字的变体，采用烫
金工艺。每个局部图案在完成搓金
工艺后再烫一次小圆点图形的亮
金，若用线连接每个圆点，会形成汉
字的笔画。图形被极致抽象后，视觉
语言更简洁。斑驳的金色与内文的
丰富色彩形成强烈的色差，双层布

艺对裱，温柔坚韧的布面质感与搓
金的肌理相互映衬，产生厚重的历
史感。

整书装订独创穿线方式，线装
编绳工艺，模切、折页、配页、捆书、
打孔、穿线……每本书都需要装订
师傅严格按工艺要求手工装配。内
封布面材料的连续M折结构，在外
侧形成8个小书脊，将内文8个部分
的内容分隔开。在内侧形成的短折
页，功能上分隔、导读内容，结构上
补齐了因书页滚折产生的水平方向
的书页厚度差。

同时，图书通过分割页展现上
衣下裳的搭配效果，通过折页展现
服装平铺图，通过滚折页还原服饰
穿着场景，单件服装则以平铺大图
的形式展现。汉服从周制到明制，形
成了五大制式，周制端庄、晋制风
流、隋唐制浪漫、宋制文雅、明制温

柔，研读不同制式礼服、便服特点，
可纵览各时期经典服饰款式、风格，
以及独属于汉服的精神气质。为此，
图书以大开度折中折的方式，多视
角、多维度展现服装穿着步骤，通过
外封包折，内封连续 M 折，内页分
割、折叠、滚折、折中折、透叠的设
计，使书页展开后形成不同尺寸的
长卷与短页，穿插变化。

工艺选材
特种纸张丰富阅读

图书封面与内文采用 10 种不
同特种纸张，不同的质感诠释汉服
文化不同衣饰带来的不同感受。数
千年的华夏衣裳随着一层层打开的
书页依次展现，层层包裹又庄重飘
逸，营造出丰富的阅读体验。

比如，布艺的封面，质感如同汉

服华美的外衣，封面雅风锦与丝光
棉对裱，质感沉稳而充满历史性；章
节页的云萱纸如同亚麻，有些粗糙
的纹理，带着男装的侠气；柔软带着
草质纤维的云龙纸衬页，有悠然温
柔的气息，如同女儿家的舒适的便
服；正文折页晶莹雪白的丽彩雪莎，
如同飘飞的广袖给人轻盈温柔的幽
思。同时，设计师利用硫酸纸薄透的
特性，展现内外衣的穿衣顺序，注释
文字分层叠加讲解，搭配平铺图展
示，便于理解。

针对工艺实现效果，印制方对
图书进行严格把控，多处整版烫印，
呈现效果精致。刷边的选用从书的
整体视觉效果考虑，呈现图书各种
翻阅时的空间关系。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
计艺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化学工业
出版社设计部主任）

《千古霓裳：汉服穿着文化》获2024年“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听书籍设计师讲述印刷之美——

装帧“千叠百褶” 彰显精致工艺
□尹琳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
前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征求意
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相较于前一版本的征求
意见稿，本次征求意见稿中
增加了有关数字标签方面的
要求，明确其应用原则、要
求和展示内容，保证数字标
签展示信息的真实、规范，
扩展食品标签展示形式，为
食品生产经营和市场监管提
供规范依据，助力食品生产
企业创新发展。

事实上，《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已于2012年正式实
施，于2018年和2019年先后
两次发布征求意见稿。此次
为第三次公开征求意见，特
别增加数字标签的要求，足
以显示出对食品包装标签数
字化的看重。2023 年以来，
在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
与监测评估司的组织下，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联
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和北京市卫健
委开展食品数字标签试点工
作，覆盖乳制品、饮料、方
便食品等主要食品类别，目
前已有20多家企业、超过40
款产品加入试点，部分产品
已经进入市场。

食品标签是预包装食品
展示产品信息，供消费者合
理选择食品的重要方式。实
施数字标签，可通过二维码
等信息化手段展示食品标签
信息的方式，成为食品的

“电子身份证”。它不受标示
版面的限制，消费者可以通
过扫描产品外包装上的二维
码获取标签信息，还可实现
页面放大、语音识读、视频
讲解等功能，满足不同消费
者阅读食品标签的需求，大
幅提升消费者获取食品信息
的体验感与便利性。

同 时 ， 实 施 数 字 标 签
后，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数字
标签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
的信息和服务，在大数据
的加持下提升消费者的购
买体验感。预包装食品标
签数字化的创新还将有助于
提高企业食品标签管理工作
的效率，节约企业在标签设
计、印刷、审核及维护上的
成本投入，减少材料和油墨
的使用，也更加符合绿色发
展理念，契合资源节约的总
体要求。

当然，推广食品包装的
数字标签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一方面，须提升消费者
对数字标签的认可度，使消
费者逐步认识数字标签并养
成阅读习惯；另一方面，食
品企业要将数字标签作为常
态化的标签载体，在食品生
产中按照标准要求规范使
用。同时，数字标签要满足
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标签的
监管要求，通过数字标签的
应用提升监管效率。

（作者系中国副食流通协
会食品包装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

数字标签标准升级
“护航”食品安全

□王克建

前有纸包装企业大胜达
于201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退
市、2019 年登陆我国 A 股，
现又有港资企业星辉新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拟在美国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日
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官网发布了《关于星辉新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
上市备案通知书》，星辉印刷
赴美上市通过中国证监会境
外发行上市备案。

从星辉新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境内运营实体星辉印刷
（深圳）有限公司提交的备案
材料来看，此次赴美国纳斯
达克上市，星辉印刷将发行
250 万股普通股，每股发行
价拟定平均价格为4.5美元，
募资总额或达 1125 万美元。
据招股书显示，星辉印刷成
立于1993年，在深圳、香港
等地设立有实体生产基地，
产品主要涉及三大板块，一
是儿童书籍、笔记本、期刊
等书刊产品，二是手工艺产
品、套装书籍、文具产品等
创意产品，三是购物袋、包
装盒等包装产品。其是典型
的出口型印刷企业，主要服
务于香港图书贸易商，以及
美国、欧洲等地客户。

业 绩 方 面 ， 星 辉 印 刷
2021年、2022年和2023年上
半年，总资产分别为 1.47 亿
港元、1.03亿港元和9005.82
万港元，收入分别为 1.62 亿
港元、1.29 亿港元、5080.03

万港元，所对应的净利润则
为 280.88 万港元、365.15 万
港元和-379.75万港元。从收
入来源看，书刊产品2021年
收入为9741.84万港元，占总
收入的60.32%；2022年降至
5905.25 万 港 元 ， 占 比 为
45.75% 。 创 意 及 包 装 产 品
2021 年的收入为 6408.18 万
港元，占比为 39.68%；2022
年收入达7001.66万港元，占
比升至54.25%。

市场分析称，星辉印刷
选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一方面是拓展其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借助纳斯达克的
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资
金，用于扩大其生产规模和
更新设备，增加其研发和市
场推广的投入，提高其竞争
力和创新力。同时，星辉印
刷借鉴纳斯达克的管理制度
和监管规范，完善其内部治
理和风险控制，提高其运营
效率和质量，保障其长期稳
健地发展。值得关注的是，
参考纳斯达克其他成功上市
的中小市值公司案例，净利
润在75万美元以上即可获得
上市，每年持续融资。

星辉印刷在招股书中还
披露了未来发展策略，包括
升级生产设备，提升生产效
率和自动化水平；加强销售
及营销工作，扩大客户群；
增加公司在国际市场占有
率；有选择地进行收购和战
略投资等。

港资企业冲刺美股
□本报记者 祝小霖

冲击IPO

奋进新征程，实干新气象。
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北
京印刷协会发挥资源链接优势，
持续服务首都印刷业高质量发
展。针对北京印刷协会 2023 年重
点成果和 2024 年工作计划，北京
印刷协会理事长张亦日前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身在首善之区，北京印
刷协会必须坚持首位担当、强化
首位意识，以更高的定位和标准
抓实抓好各方面工作。

发挥优势 做好服务

2023 年是北京印刷协会第十
届理事会履职的第一年。一年
来，北京印刷协会充分发挥扎根
行业、服务企业、辅助政府、凝
聚合力的独特优势，创新举措、
主动作为。

张亦向记者介绍，在北京市
委宣传部、北京市经信局的领导
下，在各大出版单位的支持下，
理事会带领全体会员单位团结协
作、积极进取，各项工作扎实有
序推进，取得明显成效。目前，
北京印刷协会现有会员单位 394

家，除重点覆盖京津冀地区外，
还延伸至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
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会员结构更
加合理，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
利于形成合力。

记者了解到，一年来，在做
好政府助手方面，北京印刷协会
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纽带作用，积极配合北京市委宣
传部，推动并完成北京市出版物
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
企业、优质出版物印刷品、出版
物印刷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分
级、出版物印刷企业环保治理绩
效AB级企业评审等相关考评认定
工作、年度核验统计工作等。

在做好行业推手方面，北京印
刷协会通过产品表彰、技术培训、
行业推优、业务交流等形式，发挥
行业协会的价值和作用，了解会员
单位经营状况和痛点难点，引领印
刷企业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做
好协会服务新文章。同时，北京印
刷协会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发力，
推进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培养，抓好
竞赛引领，组织开展相关法规及管
理业务培训，为印刷企业和从业人
员赋能。

汇聚资源 “走上前台”

迈 入 “ 稳 中 求 进 、 以 进 促
稳、先立后破”的 2024 年，协会
工作如何开启新局面？张亦表
示，在主管部门的具体部署下，
在印刷企业的实干引领中，北京
印刷协会将自觉扛重任、当先
锋、做表率，充分发挥上传下
带、汇聚资源、链接内外等桥梁
纽带作用，在引导参与企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走上前台”。

一方面，北京印刷协会将继
续发挥协会参谋助手作用，完成
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
串联政产学研用等要素资源，结
合实际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助
力出版印刷全产业链优化提升。
另一方面，北京印刷协会将坚持
为行业和会员提供优质服务，把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向纵深推进。

“我们将立足服务行业、服务
企业、服务市场、服务社会的定位，
继续在行业调查、行业统计、行业自
律、行业技能资质考核等方面发挥

‘传送带’‘分流器’和‘上挂下联’作
用。”张亦如是表示。

搭平台聚合力 贡献协会力量
□本报记者 祝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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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幕后

▲图书设计贯穿上衣
下裳理念。 ◀外封包折，裹住内页。

▲该书设计师（右）在印厂进行搓
金方法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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