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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教育出版的电
子音像出版社，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
版社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全民阅读的号
召，紧密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深化全民阅读活
动 ， 努 力 展 现 新 时 代 出 版 业 的 新 风
貌。过去几年，我们紧紧围绕“阅读
的方式不止一种”这一主题，结合我
社重点出版物，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主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全民阅读活动。

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景，
开展有针对性的线下活动，引
导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走进高校，常态化举办文化沙龙与
讲座，引导读者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了解和认同。开展常态化线下文化
沙龙和讲座活动，邀请导演、专家学
者、文化名人进行现场交流。我社总编
辑、编辑团队、纪录片总导演、作者等
到中国地质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湖北
工程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开展讲座活
动，帮助更多高校学生深化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

走进中小学，举办以经典诵读会
为主要形式的共读共赏活动，引导中
小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和
热 爱 。 2023 年 ， 我 社 举 办 “ 跨 越 山
海 ， 阅 千 古 风 流 ” 经 典 诗 词 诵 读 活
动，先后走进周口市十九中学、扶沟
县一中、项城市第四初级中学、项城
市正泰博文学校、项城市公园路学校
和赵献伟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等，开
展主题诗词诵读比赛、诗词诵读分享
会、主题班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引
导学生进一步对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
和精神追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充分利用展会、全民阅读大会等
营造的良好氛围，创新活动形式，推
动全民阅读活动走向深入。第 31 届全
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举办“用影像
讲好中国故事”现场分享活动，邀请

文化研究学者、总导演等进行现场分
享，3 位“90 后”编辑穿上古装，穿
越千年，演绎了三段古代诗词偶像的
人生故事。此次活动获得第 31 届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优秀活动”，《中国
新闻出版之家》 刊登文章 《第 31 届书
博 会 | 看 豫 教 音 像 社 如 何 玩 “ 跨
界”》，对本次活动进行全程报道。在
书香河南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期间，
策划举办“阅读的方式不止一种”社
区观影活动，搭建交流互动平台，让
广大读者尽享阅读盛宴。

适应当代读者接受习惯，开
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有力推
动全民阅读活动广泛开展

我社充分利用节假日、重点出版物
宣推及其他利于全民阅读活动开展的有
利契机，以传播成效为目标，开展多种
形式的线上活动。如 2023 年 1 月春节
前，与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策划推
出“诗词里的年味儿”2023年新春阅读
推广活动，我社总编辑及其他嘉宾走进
直播间，与广大读者一起读诗词、迎新
年、品书香；2023 年 4 月，举办“‘高

产’诗人陆游与他的爱国情怀”线上直
播，邀请导演、中原名师等走进直播
间，线上分享爱国诗人陆游的故事；
2023 年 9 月第七届中国诗歌节期间，我
社深度参与河南顶端新闻、新黄河客户
端、二三里资讯、四川日报·川观新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省媒体共办的

“中国诗歌节·寻路杜甫”大型联动直播
活动。多种形式的线上活动有效吸引了
更多当代读者参与阅读，提升阅读兴趣
和能力。

充分利用新媒体渠道开展
宣传，强化传播效果，营造全民
阅读氛围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抖音直播间等新媒体账号进行
日常宣传推广。制作高质量宣传素材近
百条，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国学人物
的风采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吸引公众关
注。如我社重点产品 《千古风流人物》
上线播出时，在我社的各新媒体账号开
展集中宣介，在微信公众号上及时发布

上线预告、内容介绍、人物解读等，在
视频号推出预告、花絮、播出时间表
等，邀请总导演、执行导演、分集导演
走进直播间和观众互动，分享拍摄中的
有趣故事……使我社新媒体矩阵成为相
关内容的分发中心，产生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

借助外部媒体合作联动，提升影响
力。与各大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合
力，提升活动影响力。《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 专版报道 《长线做精品，讲好现
象级诗人故事》 讲述我社通过与腾讯视
频深度合作，扩大传播格局和品牌影响
力，用心创作优质出版物的故事，《人民
日报》、《河南日报》、大象新闻、河南教
育广播等多家媒体也多次对我社全民阅
读活动予以报道。

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活动深
入开展，多种举措进一步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推动文化创新
和发展

创新阅读载体与形式，利用互联

网、移动应用等新媒体，推出电子音像
出版物、电子书籍、有声读物等数字化
阅读资源，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
求，结合实体书店与线上阅读平台，举
办线上线下联动的阅读活动，如线上讲
座、直播分享会等，打破地域限制，扩
大活动影响力；丰富阅读内容与资源，生
产出版更多优质、多元的阅读内容，满足
不同年龄、职业、兴趣群体的阅读需求；强
化阅读指导与服务，开展阅读指导活动，
邀请专家学者、作家等开展阅读指导讲
座、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提高公众的阅读
能力和鉴赏水平；营造全民阅读氛围，通
过举办各类阅读活动，提高全民阅读的参
与度，并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
体，宣传阅读的重要性，报道阅读活动，营
造浓厚的阅读氛围。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服务
全民阅读，传播优秀文化”的宗旨，不
断创新服务模式、深化阅读活动、传播
阅读理念，为构建书香社会、提升国民
阅读素养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相信，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河南教育电子音像
出版社将展现出崭新的风貌和更加辉煌
的未来。

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张彩红

创新阅读服务 传承优秀文化

“全民阅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重要路径，已连续 11 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既体现了国家层面对阅
读的重视，也为出版单位的发展指明了
发力方向。近年来，四川教育出版社
（以下简称川教社） 聚焦优质内容供
给，科技赋能阅读推广服务，为全社会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氛
围，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发展着力开展了
系列工作。

一、聚焦优质内容供给，构建全学
段、全学科、全年龄段、全使用场景的
大教育产品矩阵。持续提供优质阅读内
容，是出版社做好全民阅读服务的基
石。川教社积极顺应国家教育改革发展
趋势，持续针对不同读者特点、需求，
精心策划和出版了系列精品图书，覆盖
学龄前、K12、职业教育、成人（包含老
年教育），初步形成了全学科、全年龄
段、全使用场景的大教育产品矩阵，为
服务全民阅读打下了坚实基础。

1.课外阅读：将提升人文素养与科学
素养相结合。川教社围绕新时代学生阅
读需求变化，贴合学生素养提升要求，
积极为广大学生提供更丰富、更有趣的
阅读内容。推出了“大家小绘分级阅读
系列”《藏在历史里的古诗词》等“大语
文”读物，全方位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拓展学生阅读深度；推出了 《学生超喜
欢的漫画学科》《万物迷人》 等科普读
物，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延展学生
阅读广度。

2.教育学术：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相结合。面向新时代教育变革，川教社
努力提升自身适应力及引领力，注重教
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济相维，教育
研究与教育叙事的共促共进，推出了

“大川书系”教育学术品牌，为教育工
作者深度阅读、专业学术研究提供了重
要内容。

3.家庭教育：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川教社持续关注中国当代家庭
教育现实，推出了一批契合直面当前家

庭教育难题的家教图书。其中 《父母的
语言》等产品畅销百万余册。

4.老年学习：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是“书香中国”的重要基础。川教
社高度重视老年教育，推出了 《树立和
培育积极老龄观》 等老年大学教材，既
有通识教育，又有专业教育，充分关注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平台。

5.主题出版：将思想性与教育性相结
合。川教社聚焦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时代榜样、先进典型，以好书致敬时
代，推出 《我们为信仰而来：寒春、阳
早的故事》《行走的光芒：记基层好干部
罗从兵》 等兼具思想性、教育性的报告
文学作品，号召全社会向英雄学习、向
榜样靠拢。

二、创新阅读推广服务：开展多场
景、多形式读书活动。在优质的阅读内
容供给的基础上，川教社深入挖掘和整
合阅读资源，从推进阅读宣传和品牌建
设入手，融通线上线下，积极扩展阅读
场景、增加活动平台、提升阅读体验，
努力提升阅读服务质量。

1.线下：书展、学校到社区，多场景
活动营造阅读氛围。川教社创造性地在
四川开展“党业融合”基层阅读推广项
目，采取联学联建的阅读活动形式，走
进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社区群众共读
优秀主题出版物。2023年围绕主题出版
物共开展大型联学联建活动 6 场，覆盖
500+党员、团员，与 20+来自各地的基
层党组织建立党建联建联盟。

川教社抓住各大书展恢复的契机，
为广大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活动与极致
的阅读享受。2023年，在北京图书订货
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海书展、
天府书展等展会现场举办了近 10 场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如“中
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文化传承与出版担
当——‘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项目推进
会”活动等。进一步提升了品牌效应，
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助推形成良好的
阅读氛围。

川教社充分利用“4·23”等重要
节 日 ， 开 展 阅 读 进 校 园 、 进 社 区 活
动，在带去好书的同时，与读者面对
面分享阅读故事、交流阅读经验，提
升了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情。如读书月
期间，在成都举办了“三苏家风家教的
传承与弘扬”主题活动，并在全省开展
了10余场“文轩好书天府行”活动，受
到广大读者欢迎。

2.线上：图文、视频到直播，多形式
传播升级阅读体验。川教社在重大事
件、时间节点，积极利用自有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等线上平台，并借力小红书
等平台达人，以图文、短视频和直播的
形式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助力优质
阅读内容的传播。今年，川教社微信公
众号专门开设了“川小教与您共读一本
好书”栏目，与读者分享川教好书中的
精彩篇章。这样既扩大了图书的影响力
和覆盖面，又实现阅读体验互动，反哺
图书研发。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深入
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在新

时期做好全民阅读工作指明了新方向、
提供了新动能。未来，川教社将积极拥
抱数智新技术，为深化全民阅读提质增
速。

一是数智赋能，助推阅读内容供给
提档升级。川教社将强化对新技术的运
用，激活新质生产力，助力阅读内容供
给提档升级。在产品研发中，充分利用
大数据分析图书用户、使用场景、阅读
需求，完成用户画像持续稳定精准化，
实现策划方案深入全面个性化；在图书
生产中，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智能
编校排系统等，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提
高内容生产质量，实现差异化优质内容
输出；在图书营销中，利用大数据辅助
定位营销场景及需求，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获取营销方案与内容。全方位、
全流程实现阅读内容的高质量、稳定化
供给。今年将推出的 《青春期心理成长
36计》《中国有神兽》等书便运用了新技
术，使其内容更为匹配读者需求，进一

步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针对性。
二是创新引领，推动阅读推广服务

全面深化。川教社将持续创新全新活动
形式，助推阅读推广服务全面深化。针
对学生教学新场景，结合“图书+课程+
文创”，积极开展课后研学、文旅活动，
引导学生实现体验式学习。如围绕三苏
文化与眉山东坡宋城及三苏祠博物馆联
合开发三苏文化文创，打造三苏文化系
列研学活动。持续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资
源，建立线上阅读社区，扩大读者人
群、提升阅读黏性。同时，开展更多阅
读公益项目，如“书香扶贫”“阅读助
残”等，将优质的阅读资源送到偏远地
区和特殊群体手中。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川教社必将坚持创
新引领、科技赋能，以更好更高更强更
优更实的内容供给与社会服务, 在践行
新的文化使命中展现新作为，为深化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贡献应有力量。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四川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雷华

聚焦优质内容供给 科技赋能阅读创新

▲走进郑州大学，分享出版物《千古风流人物》背
后的故事。

▲编辑化身演员，现场演绎《千古风流人物》，此
活动获得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优秀活动”。

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供图

2023年三苏文化传承活动现场。 四川教育出版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