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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6月16日，
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学术委员会在京共同举办国史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暨 《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
研》出版座谈会。

与会专家认为，《论中国当代史与当
代史编研》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会长朱佳木，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理
论、学科建设、重大事件、经验总结等问
题进行了长期思考和探索，始终注重运用
唯物史观进行学术创新，强调国史研究的
史学属性和资政、育人、护国的社会功

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该书
集中反映了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凸显了国
史学科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该书的出
版是国史研究领域的大事和好事，对深化
国史研究、推进国史教育、服务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大局具有积极作用。

朱佳木表示，当代史是中国历史中发
展最快、成就最辉煌、情节最为可歌可泣、
内容最值得研究、经验最值得总结的篇
章。当代中国正处在新中国75年发展基
础上的上升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用
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新中国史受到党中央前

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使国史研究具有了
空前良好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武力表示，国史研究大有可为、方兴
未艾，希望国史研究通过这次座谈会能更
上一层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
更多智慧。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茵介
绍，《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一书
分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当代史
的基本过程及重大事件、中国当代史的经
验总结、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研

究、中国当代史著作评析等5个部分，重
点围绕什么是国史和国史研究，如何划分
国史发展的阶段，什么是国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如何科学总结国史发展
的基本经验、规律与特点等问题进行阐
释。该书视野宽阔，内涵丰富，认识深
刻，见解独到，富有创新性。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兼当代中国出
版社社长李正华参加座谈会。来自中央党
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
单位的专家学者近50人与会。

《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国史研究大有可为方兴未艾

本报讯 （记者赖名芳）由中国版权
协会主办的首届人工智能与出版、新媒体
高级研修班于6 月12 日至15 日在山东青
岛举办。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出席
开班仪式并致辞。

阎晓宏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与版
权保护的深度融合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不仅能提高版权保护的效率和准确性，
还能为创作者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和可能
性收益。他期待此次研修班能够推动版权
保护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深度融合，
引领出版和新媒体行业迈向新的高度。

来自传统出版及数字出版、版权等领
域的多位专家结合实践经验与探索进行了
授课。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茅院生以“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时

代出版业应对策略”为题在授课时说，当
前，人工智能已经开启了社会发展的新时
代，对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人
工智能给出版业带来的全流程赋能与提
升、人工智能问题与困境、国内外出版业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与探索，特别是中
国出版集团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应
对策略。

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人教数字
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于国以“人工智能
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初步实践”为题，结合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和产业生态发展的
深刻变革，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教育
出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以人教社为
例，分享了教育出版领域在传统人工智能
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具体应用，以

及在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新价值方面
的积极实践。

数 传 集 团 执 行 总 裁 施 其 明 聚 焦
“AIGC+出版融创新未来”，介绍了AIGC
的定义、发展历程、背景环境，并着重分
析了AIGC如何赋能传统出版转型及编辑
人员在AIGC时代需要提升的能力。中文
在线集团首席技术官吴疆为学员们带来了

“AI的发展历程与故事创作”的授课主题
内容。他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
逻辑，并从应用角度出发，分享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中文在线业务中的实际应用和在
各个工作场景中的赋能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
长秦元明以“数字经济时代著作权司法
保护实践”为题，深入探讨了数据产权
著作权、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数字

出版著作权等司法保护问题，并分享了
他在网络版权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和版
权AI智审试点情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卢海君则聚焦“人工智能研发
与应用中的版权法律问题”，向学员们
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及其版
权关切、模型开发与应用阶段的版权问
题，并对人工智能版权治理的未来进行
了展望。

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慈珂在
总结发言中表示，此次研修班的成功举办
为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平台，
不仅促进了思想碰撞和智慧交流，更为行
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相信，在人
工智能的推动下，出版与新媒体行业将迎
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届人工智能与出版、新媒体高级研修班在青岛举办，专家预测——

人工智能与版权保护深度融合是未来发展方向

本报讯 （记者金鑫） 6月17日，第
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开幕
仪式暨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在上海松江区
举行，会上同时进行了“上海科技影都影
视人才之家”授牌仪式和AI创制生态中
心项目签约仪式。

据介绍，今年上海科幻电影周聚焦
“人工智能+电影”主题，将举办科幻电
影主题展映、科幻电影主题论坛、科幻文
学 IP/项目推介、“未来引擎·电影英雄”
之夜等活动，探索人工智能与科幻电影的

双向赋能，激发电影人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打造一场属于未来的光影盛会。

会上，松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顾建斌对上海科技影都进行推介，他从
核心区建设迈向新纪元、产业集群日益
壮阔、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品牌显著力
显著增强 4 个方面介绍了上海科技影都
的建设和发展。目前，上海松江已拥有
20 个影视专业拍摄基地及专业影棚、45
个特色影视取景点，8000 余家影视企业
聚集于此，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双

核驱动、四片联动、八点带动”的发展
格局，打造行业领先的科技影视产业集
聚中心和面向全球的中外影视文化交流
之窗。

为确保影视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
得好，松江区近年来打造了“上海科技影
都影视人才之家”服务品牌。会上，派米
雷·LINK 新界未来社区、上海科技影都
规划展示厅等8家企业获授牌。上海电影
集团启动成立上海科技影都AI创制生态
中心，将依托松江本地算力资源和丰富的

影视产业资源，以“算力池+影视应用场
景”结合的模式，力推上海全球影视创制
中心的建设。

据了解，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上海科技影都已经集聚了长三角国际影视
产业园、上海（车墩）高科技影视基地等
一大批重点项目，推出了电影《奇迹·笨
小孩》《孤注一掷》和电视剧《繁花》《超
越》 等一批“上海文化”品牌的精品力
作，品牌效应、集聚度、辨识度和影响力
逐年攀升。

上海科幻电影周启幕 聚焦“人工智能+电影”
8家企业获“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人才之家”授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出版
物阅览室近日一经开放，即受到读者关
注并前往体验。据了解，该阅览室藏有
3000余册的馆藏档案排印及影印出版
物，其中包括88册的《中国明朝档案
总汇》、230册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
汇编》、50册的《清宫甲午战争档案汇
编》等厚重读物。

6月12日，记者在该阅览室中看
到，关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清
代皇帝的出版物颇受读者欢迎。

图为读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
藏档案出版物阅览室阅读由中国档案出
版社出版的明清档案图书。

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摄

这家档案出版物
阅览室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韩阳）通过
一本书，探寻中西交流中的挫折和融合，记
录一个个重大转折时刻。6月16日，由北京
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北京
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人，那些事》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办。

“北京作为一座大都市、历史文化名
城，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需要有

更多的载体、视角等去呈现一个全面的北
京。”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徐和建表
示，《北京三万里》正是这样一本记载、传
播、建设北京的好书。它从独特的视角呈
现了15位世界名人眼中的北京以及其中
的万千气象。在徐和建看来，在大运河博
物馆举行《北京三万里》新书发布会更具特
殊意义——将文化和活动有效结合。

该书出版方、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赵红仕表示，《北京三万里》
遴选不同历史时期来北京居住生活的 15
位世界知名人士，从他们的视角看待北
京、回忆北京、讲述北京故事。他们的故
事不仅丰富了北京的文化内涵，也为中西
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北京三万里》由《北京日报》特别

报道部集体创作。主创之一孙文晔分享了
该书的创作历程。据了解，该书遴选的
15位外国人，如马可·波罗、汤若望、小
泽征尔等，可谓是有使命的人、有破冰之
举的人。读者从发生在他们身上“惊心动
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的精彩故事
中，能深刻感受到北京的开放与包容、真
实的张力、文化的醇厚。

《北京三万里》：重拾破冰者的“北京印象”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6月17日，由
内蒙古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
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外部冲击与中国时间
利用变化》发布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彧在会上说，
此次发布的报告是以2017年和2021年中国
城乡居民时间利用全国性追踪调查数据为基
础撰写而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杨志勇表
示，《时间都去哪儿了？外部冲击与中国时
间利用变化》是“中国时间利用报告”系列
的第二本，研究具有延续性，内容更加丰
富、充实，视野更加开阔。

据《时间都去哪儿了？外部冲击与中国
时间利用变化》的主要作者、内蒙古大学副
校长杜凤莲介绍，内蒙古大学分别于 2017
年、2021 年，在中国除新疆、西藏和港澳
台地区以外的29个省份进行了两轮中国时
间利用调查 （CTUS），通过与19个主要国
家相关调查数据比较，发现CTUS的调查质
量在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西南
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时间利
用”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时间利用报告”
系列第二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6月16日，中
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小问号童谣绘本”创
作品读会暨新书首发式在北京角楼图书馆
举办。

“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共8册，包括
《小问号》《12345，上山打老虎》《蔬菜谣》
《会跑的床》《数字歌》《四季风》《姥姥门口
唱大戏》《树爷爷的生日会》，由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散文家高洪波创作，弯弯、马鹏
浩、左雅、李偲、彭媛、朱芳6位青年插画
家和榆树下画艺术工作室绘画。

高洪波说，他一以贯之的儿童文学主张
是“快乐文学”，而童谣这一体裁恰恰是证
实他这一主张的最佳载体。无论是新创作，
还是在传统童谣基础上改写的作品，都是快
乐心境下的精神产品。

据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介绍，“小
问号童谣绘本”系列通过作家、画家和编辑
三方紧密合作，历经三四年的打磨最终与读
者见面。插画家弯弯是和平社弯弯工作室负
责人，统筹了这套书的图画创作，其中有3
本书还让孩子们参与到了创作之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图画书创作
研究中心主任陈晖认为，小朋友的参与，使
得这套书中有了孩子们对童谣的理解和思
考，体现了儿童主体。

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认为，“小问号童
谣绘本”系列如诗如画、诗画结合，再加上
快乐的理念，打开了一片童书出版融合发展
的新天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作
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纳杨说：“在我读过的
图画书作品中，以诗歌为文字底本的不多
见，以儿歌和童谣为底本的更是少见。‘小
问号童谣绘本’按照做图画书的理念去做，
非常有代表性，也很有特点。”

高洪波新书
“小问号童谣绘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