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丝不苟的发型、一副
半框眼镜，大大的眼睛会说
话……今年奔三的马立源是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云
书网事业部一名主播，在他
俊朗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敬业
的心。凭着一股子拼劲儿，
马立源从业7年7次获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优秀业务员先进
分 子 等 奖 项 ， 被 业 内 誉 为

“新锐主播”。
回忆成长经历，马立源

忽 觉 恍 惚 。“ 从 毕 业 到 现
在，7 年仿佛一眨眼就过去
了，像一艘笔直冲出太阳系
的飞船：在进入工作岗位后
整个人就像脱离了太阳系的
引 力 ， 每 天 的 节 奏 越 来 越
快，最终 7 年的经历像光速
一样眨眼而过。”马立源在
接 受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 记者采访时，说得诗意
又怅然。

3次遇到“麻烦”顾
客的启示

按照惯例，每个新华人
刚参加工作时都要来到书店
一线图书卖场，通过图书分
类、梳理图书货架等，打好
底子，充分了解工作性质。

“当时觉得书就是将来我人生
的主旋律了，每天只需要把
书 了 解 清 楚 ， 工 作 就 上 道
了。”马立源一开始做得乐此
不疲，直到遇到第一位“麻
烦”的顾客。

他们的首次“交锋”源
于一本怎么也找不到的书。

“查过货架号后，我自信满满
地来到货架前便开始帮他找
书，我找他等，中途没有沟
通过一句话。”马立源说，在
持续了 15 分钟后，顾客没说
一句话转身走了。“顾客走
了，但这本书到底在哪呢，
我不罢休。”马立源决定死
磕，并在 4 个小时后终于找
到了它。

几天后，马立源又见到
这位顾客。他主动上前询问
上次的书是否还需要，顾客
在感谢之余表示不用了，接
着又问了一本新的一听名字
就很生僻的书。“我一方面敬
佩他的博学，一方面又在心
里嘀咕这种书他是从哪听说
的。”马立源在查到有库存和
货架号后，很顺利地找到了
顾客想要的书。攀谈之后，
马立源得知这位顾客是一名
电台述评员，“那是我第一次
听说这个职业”。

之后的 6 年，马立源先
后辗转书店饮品区、校园书
店、文创产品区工作，“接
触了各式各样的人，书反倒
接触得越来越少”。就在马
立源以为可能不会再有机会
接触书的时候，他来到了一
个新的部门做直播售书，这
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一个小直播组 8 位同
事，相当于门店负责一层楼
的工作人员，平均每天可以
让 10 万人看到新华书店，能
让一两万人进入书店里面，
能让1000多人购买图书。”马

立源说。
和那位“麻烦”顾客的

第三次相遇就发生在售书直
播间。“当时看到一位 ID 叫

‘远东述评’的顾客来到直播
间后，‘述评’两个字瞬间就
把我拉回 6 年前。”在一问一
答后，马立源确认对方就是
那位“麻烦”顾客。

马立源开玩笑地对顾客
说：“现在我们直播间可都是
童 书 了 ， 主 打 服 务 宝 爸 宝
妈，您的专业性书籍怕是真
的找不到了。”

“没事，看你眼熟，进直
播间来瞅瞅果然是你，记性
还 挺 好 的 ， 我 随 便 看 看 就
行。”“远东述评”回复。

“没想到他还是买了书，
并且又私信我找了一些其他
的童书。”马立源回忆。“再
后来他来我们直播间说，其
实书在哪都能买到，也不是
每 次 都 纠 结 某 一 本 非 看 不
可，不过就是更希望在靠谱
的地方找靠谱的人买。”这句
话让马立源对于书的认知形
成闭环。

两难探索后想尽
办法往前冲

在马立源看来，直播中
的书只是服务读者的媒介，

“我们才是能够让更多人认识
并认可的一家家‘行走的新
华书店’，书有故事，但是也
需要人来帮它讲出来，能够
发 声 让 更 多 人 听 到 书 的 故
事 ， 让 更 多 人 愿 意 来 了 解
书，这才是我们新华书店发
行人要讲的故事。”

2023 年，云书网组建直
播团队，马立源通过考核竞
聘 加 入 了 这 个 新 成 立 的 小
组。“成立之初在疯狂学习汲
取养分的同时，我们也面临
很多的选择。”“到底要在线
上给广大消费者带来怎样的
一 副 新 华 书 店 直 播 间 的 面
貌？”马立源介绍，直播间的
三要素 （人、货、场） 是他
们争议最多、走过很多弯路
的地方。从场地需要利用卖
场实景还是虚拟背景，到货
品 （主营商品图书） 是坚持
大而全还是精准选择赛道专
注小而精，再到两眼一抹黑
的主播最初怎么说，中间怎
么拉停留、拉互动，如何争
取点击曝光率等一系列问题
大家都要反复研讨。

在打好这些基础后，还
要商定主播风格。“可供我们
参考的选项很多，究竟是选
择 一 条 好 走 的 东 施 效 颦 路
线，还是走一条需要毅力、
费工费时、坚持摸索自我风
格的路，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两 难 选 择 ， 我 们 也 同 样 如
此。”马立源说。

直播初期，马立源和团
队的压力很大，也有很多非
议，在遭遇零在线观众、一
两个小时无人回信、成绩不
好的时候，也会自我怀疑。

“线上销售到底是不务正业，
还是将来注定的发展趋势？”
马立源坦言。团队都是经过
选拔挑选出来的年轻人，都
有着自己的骄傲，谁都不愿
意承认自己选择的路是一条
注定没有结果的路，然后带
着遗憾被扫地出门。

“ 冲 ， 想 尽 办 法 往 前
冲。”经过一番挣扎后，马立
源有了自己的态度，他抓住
以往的一切经验，利用曾在
卖场对于书的了解以及和各类
读者沟通过的经历，想尽办法
和粉丝交流。“没有粉丝我们
就聊出来粉丝，让隔着屏幕的
消费者能够放下防备，就像信
任我们线下实体门店一样信
任我们线上直播。”

一眨眼，一年过去了。
直播的过程中有成绩也有不
足，但好在马立源和团队冲
到了一个之前没有到达过的
高度。“门店装修好了、书铺
好了，相对来说之后的路就
会好走很多。但直播并非如
此，有了成绩也不能一劳永
逸，线上更迭的速度如此夸
张，我们仍要不遗余力地去
学习、去改进。”马立源斗志
满满。

云书网事业部主播马立源：

做让更多人认可的
“行走的新华书店”

□本报记者 吴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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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至4月8日，为期12天
的第22届曼谷国际书展在泰国曼谷
举办。“今年中国展区的面积变大
了，书也多了。”退休的泰国公务员
威山·寨狄是曼谷国际书展的常客，
今年一到曼谷国际书展的中国展
区，他就发现了这个变化。

今年是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司第三年牵头组织中国出
版单位参加曼谷国际书展。中国科
技资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李燕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 记者，中国展区的参展面积不
断扩大，从 2019 年的 9 平方米，到
2023年的18平方米，再到2024年的
27平方米。本届书展上，中国出版
机构携中国优秀图书参展，积极开
展图书展示、版权洽谈和文化交流。

500多种精品图书亮相中国展区

今年，中国出版代表团由中国
科技资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牵
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人民
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教童趣教
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6家单位的
人员组成，携500多种、共700多册
图书参展。

本届书展，中国出版展台重点
展示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至四卷，《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述摘编》 等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和
相关学习读物，以及涵盖了绝大部
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的中
国绘画图像文献集成“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
史、汉语教学、社科、艺术、少
儿、中医健康、网络文学等领域的
优秀中国出版物亮相书展，充分展
示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的丰硕成果，
也为国际同行及海外读者打开了一
扇了解中国的窗口。

此外，中国出版代表团还通过
《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展示中华历
史文化魅力，传播中国在经济、生
态等方面的经验成果。大屏滚动播
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英
文版宣传片、《习近平讲故事》动画
微视频、《中泰一家亲》 动画片、

《遇见中国》英文版微纪录片以及商
务印书馆“微观中国”系列视频。
观众纷纷点击电子阅报栏中的电子
书栏目，现场阅读中国精品图书。
电子阅报栏的拍照打卡互动功能也
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他们通
过拍照在书展中留下精彩瞬间。

中国图书受泰国读者青睐

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工作人员胡楠连续3次参加曼谷
国际书展。在本届书展上，她遇到
了多位老朋友、新读者，泰国读者
对中国图书的喜爱让她印象很深。

威山·寨狄去年多次来中国展
区，胡楠还记得他当时买了好几本
社科类的好书。胡楠说：“威山·寨
狄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给自己起
了两个中文名：张威山和威安康。
今年他一来，就买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史纲》 和 《解读世界
经济发展》。”

一位年轻的曼谷女记者现场选
购了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
述摘编》《习近平讲故事 （少年
版）》两本书。她对胡楠说：“我十
分喜欢中国，曾经看过一位泰国作
家写的关于中国的5本书。这次挑选
这两本书，就是希望从书中了解真
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泰国翻译家张象锜曾经将多
部中文图书翻译为泰文，他也是

《习近平用典》 第一辑泰文版的译
者。胡楠说：“张象锜先生经常来我
们展位，挑选他认为在泰国市场有
潜力的书。这次，他比较中意 《解
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西方典籍
里的中国》《中国典籍里的西方》

《中国通史纲要》等书。”
让胡楠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家三

口：“一位父亲拉着行李箱，带着两
个孩子来到我们展位。两个孩子非
常喜欢北教童趣教育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带来的参展图书，拿着一
本中国龙主题的立体书爱不释手。”
胡楠分析，中泰两国有相似的文化
背景，这应该是中国龙立体书在泰
国受欢迎的原因。

泰国近年来一直有学习汉语的
热潮，这在曼谷国际书展上也有
体现。胡楠告诉记者：“商务印书馆
的 《汉语世界》 杂志在书展上受到

泰国读者欢迎，翻阅的人很多。”
参展的出版人也收获满满。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刘玮
说：“此次书展，我们欣喜地发现，
泰国图书市场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
图书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我社的

《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等图书引
发了当地读者的热烈反响，他们纷
纷驻足翻阅，爱不释手。”同时，人
大社带来的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最新态势的“中国式
现代化研究丛书”，以及 《孙子兵
法》 等蕴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图
书，也受到泰国读者青睐。

开展版权贸易合作

在书展期间，参展的中国出版
单位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人大社积极参与版权贸易会
谈。刘玮说：“人大社与来自韩国、
英国、泰国、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的20余家知名出版社进行了
深入洽谈。最终，我们就 《藏在故
宫里的中国史》、‘蛋蛋学校万物探
秘之旅’系列丛书等达成了版权合
作意向，成功将更多优质的中国图
书推向了世界舞台。”

书展的第二天，人大社与泰国
图书时间出版社共同举办了 《我看
中国的成长》 泰文版图书推广会。
该书作者谢玉冰是泰国汉学家、北
京外国语大学泰籍教授，她在中国
生活20余年，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这本书中生动描绘了中
国社会文化演进的历史画卷。

人大社还向曼谷中国中心、朱
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以及素叻他尼
皇家大学捐赠了30余种图书，并设
立专架长期展示。刘玮说：“希望专
架为泰国人民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

化的窗口，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
谊与理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曼谷国际书
展上也收获多多。高等教育出版社
副总编辑龙杰介绍，高教社在书展
期间达成了《YCT标准教程》《体验
汉语小学教程 （国际版）》 泰国版
版权输出意向，以及“中文+职业技
能”系列产品的成品书和版权输出
意向。高教社还进一步加强与泰国
教育部基教委、职教委和BOWT出
版社的交流合作，将持续为泰方提
供教师培训、教学支持等方面服
务，希望继续与泰方合作出版 《新
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教材 （泰国
版）》 的第三版。另外，该社还访
问了泰国格勒大学，就其艺术设计
学院相关课程和教材建设达成初步
共识。

促进文化与翻译交流

在曼谷国际书展举办期间，中
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主办了
第三届中泰文化与翻译出版论坛。
在论坛上，中泰两国出版机构和学
术机构代表围绕中泰文化和翻译出
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达成了多
个合作意向。

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韩圣龙在致辞中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10多年，今年是中泰建交
49周年，在这充满友谊和合作的历
史起点上，中泰关系将迎来全新的
机遇，第三届中泰文化与翻译出版
论坛的举办恰逢其时。人民日报数
字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
绮敏在主旨发言中对中泰进入免签
时代、中泰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充
满期待。刘玮以“学术出版合作推
动中泰文明互鉴”为题发表主题演
讲，介绍了人大社近年来与泰方的
合作成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赵力分享
了该所主持研究的图书成果。泰中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
差翁帕迪介绍了其在多语言出版物
国际传播与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
方面的成果。

论坛上还开展了圆桌讨论，以
“倡导文明互鉴 促进共同发展——
读懂中国的故事”为主题，中泰学
术界和出版界人士就中泰翻译在文
明互鉴中的作用、中泰友谊的缘与
脉、媒体眼中的“中泰一家亲”等
话题，多角度、深入地进行了阐述
说明与讨论交流。

在论坛上，吴绮敏、韩圣龙代
表中泰双方签署了 《人民日报》 电
子阅报栏点位安装合作协议，李燕
与出席论坛的中国出版机构代表向
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诗琳通中文
图书馆赠送精品图书。

中国出版代表团出征第22届曼谷国际书展

中国图书曼谷“飘香”
□本报记者 左志红

当 前 抖 音 等 渠 道 的 异 军 突
起，不少出版社都在思考创新变
革。在这方面，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出了自己的探索。为适应时代
的发展，人邮社在产品上打造了
全面覆盖社内优势的出版矩阵，
并构建起全新的渠道运营体系，
实现从线下出版机构向线上知识
服务机构的迈进。截至今年 2 月，
抖音店铺“人民邮电出版社官方
旗舰店”售出图书超过 300 万单。
人民邮电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经
理李文表示，在融合发展的探索
中，人邮社以追求实效作为业务
开展的基本遵循，依托传统出版
的科技、教育、大众三大领域的
内容、作者和用户的资源优势，
坚持创新引领，持续推动出版数
字化转型，培育业务发展新动能。

积极应变方能获得发展

在李文看来，出版单位积极
求变，目的就是在挑战中获得生
机。在他看来，当前出版业发展
环境更为复杂，虽然行业总体实
现了经营规模的增长，精品不断
涌现，融合发展成果斐然，但是
产业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如大
量用户变迁、技术迭代冲击、阅
读需求多元等。“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出版界同仁对于图书出版
发展的新业态、新运营、新模式
以及对行业发展破局的渴望呼之
欲出。”

在这种背景下，数字阅读和
数字文化消费给出版行业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对融合出版的探
索也应进入深水区。对此，李文
认为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要坚
持以出版优秀作品为导向，也要
顺应数字化时代读者的多元化需
求，更要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产
业生态。“出版产业上下游机构应
当群策群力，为生态的健康稳定
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责任划分，李文也提出
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于上
游的出版机构而言，最应当坚守
内容，以高质量的内容服务于社
会，应当坚持创新发展与技术赋
能、内容生产与内容运营，适应互
联网时代用户的需求，对于下游的
渠道伙伴而言，应当尽力保障产业
价值链的合理分配，遵循文化产业
的不同规律，常联动、多配合，为
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好机制助力融合之路

目前，抖音凭借着巨大的流量
成为下游不可忽视的渠道力量。人

邮社作为早期开展抖音图书电商运
营的出版企业之一，坚持走融合合
作之路，产品不仅有纸质图书，还
有电子书，抖音和今日头条等渠道
都成为人邮社电子图书的分销渠
道，且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在复盘中，李文认为人邮社的
融合发展有三大特点，最终助力其
实现上下游顺利合作。

首先，推进数字化管理，助力
经营管理提质增效。李文表示，人
邮社积极发挥在信息科技领域的专
业优势，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一直保
持高度的敏感性，全范围多维度对
产业供应链、信息链以及决策链进
行信息化改造，“这使得我们能够推
进业务流程再造，促进内部信息数
据流通，提升经营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引领数字化创新，赋能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据李
文介绍，人邮社全面推进数网互
动，积极搭建新媒体营销体系，提
升了传统出版物的产品营销特色。

再次，建设数字化生态，推动
线上与线下一体发展。李文表示，
人邮社聚焦优质产品内容，开展内
容生产与内容运营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建设。“我们全面打造知识服务体
系，构建了全新的渠道运营体系，
推动出版社从线下出版机构向线上
知识服务机构迈进。”

上下游共同打造好生态

出版行业一直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在李文看来，只要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保持定力、齐心协力，就能
够给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命题的正确
答案。因此他期待与下游渠道方尤
其是与抖音的深入合作，共同探索
并构建出版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
新模式与新生态。

借力抖音的东风，人邮社在全
力布局内容电商新蓝图，抖音全民
好书计划的推出，叠加平台流量扶
持计划，人邮社在合作中也获益良
多。“在打击盗版方面，抖音电商
下了很多功夫，成果还是很丰硕
的。另外，抖音电商也推出了流量
扶持计划，支持正版图书推动数字
阅读，为建立行业良好的生态积极
努力，这给予我们不少信心。”李
文说。

今年年初，番茄小说与包括人
邮社在内的30多家出版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电子书合作方面
加强沟通。李文说：“番茄小说和抖
音上的联动以及抖音的流量扶持计
划可以帮助优质的图书资源更好地
触达不同场景下的用户需求，让正
版图书销售成为市场主流，这也是
出版社和平台方的共同期望。”

人民邮电出版社抖音店铺售出图书超过300万单——

依托三大领域持续培育业务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在第22届曼谷国际书展的中国出版展台上，出版商们正在开展版
权洽谈和文化交流。 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供图

马立源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