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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非
常注重国际合作的接力出版社都会呈现
多场精心策划、新意满满的精彩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无论是吸引国内外众多
少儿出版人的品牌论坛——第四届中国-
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还是20余场版
权交易会、新书发布会、融媒直播、主
题展览等线上线下活动，都让与会者强
烈感受到接力出版社在推动中国少儿出
版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不遗余力。

深入探索出版合作新模式
与新路径，不断推进中国-东盟
少儿出版合作平台建设

6 月 19 日，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
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
少儿出版阅读论坛在第三十届图博会上
成功举办。此次论坛以“怎样做好童书的
共同策划和多语种同步出版”为主题，6家
东盟国家出版机构、4家南亚国家出版机
构、18家国内出版社的代表以及近百名专
家、出版人和媒体人参加，共同探讨中国-
东盟少儿出版合作的新路径、新模式。

在论坛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
书林充分肯定了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
论坛所做的“播种”工作。他认为，把
中国、东盟各国好书翻译好、出版好、
推介好，是构建世界和平真正的文化基
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表
示，论坛的主题非常深入，希望以此催
生更多的优质选题，实现多语种同步出
版发行。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赵海云认可多语种同步出版
有益于童书出版的创新和童书质量的提
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版权局）局长、
一级巡视员王晓华强调，要为构建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出版力量。广西出
版传媒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艺兵期
待交流与合作平台不断加固、不断拓宽。

就“怎样做好童书的共同策划和多语
种同步出版”这一问题，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斯里兰卡分会主席、斯里兰卡海王星出

版社社长丹尼斯·库拉顿加，接力出版社
资深社长黄俭，越南芝文化股份公司总经
理阮丽芝等出版人进行了深入研讨。

大家认为：第一，要整合各国优势
资源，坚持创作好的内容，实现文化互
补；第二，要提前策划，加强沟通；第
三，要加大翻译基金支持力度；第四，
通过举办书展、插画展、作家画家交流
活动、读者见面会等，强化宣传推广；
第五，设立地区性图书奖项，共同培养
作家、画家队伍。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
西出版传媒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自2019
年至今，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已
成功举办至第四届，由接力出版社牵头
成立的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也不断发
展成熟。联盟通过举行中国-东盟少儿出
版阅读论坛、中国-东盟少儿出版研讨
会、中国-东盟少儿图书版权交易会等研
讨交流、版权交流活动，为联盟成员提
供丰富多元的出版交流渠道与方便快捷
的版权贸易通道。截至目前，中国和东
盟及南亚各国童书出版机构共达成版权
合作意向700余个。联盟开设的“接力-
东盟少儿图书联盟”官方微信公众号，
邀请来自东盟及南亚的出版人分享各国
的童书市场情况，共发布100余篇推文，
推荐了 43 家中国出版社的 176 位作家、
68位画家的462种优秀原创图书。

联盟还推出了“中国-东盟童书合作
计划”。通过该计划，接力出版社与来自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尼泊尔 7 个国家的
12家出版机构合作，推出《长发妹的秘
密》（尼泊尔语）、《好想好想吃草莓》
（中英双语）、《小驴放风筝》（泰语）、
《小黑999和小红666》（越南语）、《找金
鸡》（印尼语）、《外婆变成了老娃娃》
（马来语）等71种图书，为东盟及南亚各
国的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接力-
东盟少儿图书联盟目前已拥有14位来自
东盟的联盟成员和 3 位来自南亚的观察
员，2024年截至目前已收到几家来自东
盟国家的出版机构加入联盟的申请。出
版业界对联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联盟的规模和影响力也逐年扩大，
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少儿出版交流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平台。

进一步加强中俄儿童文学
互译互鉴与创新合作，积极推动
中国与俄罗斯少儿出版交流

早在2015年，接力出版社就开始积极
促成中国和俄罗斯作家、画家的合作，共
同创作跨越国界的、被世界认可的作品，
如今已然是成果丰硕。6月22日，接力出
版社举办了“永恒的魅力——利哈诺夫新
书暨俄罗斯金质童书鉴赏会”。

俄罗斯翻译学院执行院长叶甫盖尼·
列兹尼琴科，散文家、社会活动家德米
特里·利哈诺夫，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阿
纳斯塔西娅·斯特罗金娜，作家、国际安
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线上），中国海洋大学行远书院院长朱
自强（线上），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一级调研员、一级翻译李
宏梅，以及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副
总编辑唐玲和少儿分社社长李雅宁，就
俄罗斯童书展现的永恒魅力，从文本内
容、儿童文学创作、文本译介等多个角
度，探讨了俄罗斯儿童文学所蕴含的童
心之美，以及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
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俄罗斯金质童书”书系选题，是在
此前10年接力出版社与俄罗斯合作成果
的基础上进行的策划。10年间，接力出
版社推出了曹文轩与2018年国际安徒生
奖插画家奖得主、俄罗斯画家伊戈尔·欧
尼可夫合作的 《永不停止的奔跑》 等多
部中俄作家、画家共同创作的作品。
2019年，接力出版社和俄罗斯莫斯科州
立综合图书馆、中国海洋大学携手合办
了第三届“比安基国际文学奖”评选，
旨在促进两国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交流，
为两国的青少年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
文学作品。

在此基础上，接力出版社着力打造
了“俄罗斯金质童书”书系。该书系精
选代表新流派、新风格或儿童阅读新时
尚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出版

“我在北极告诉你”系列、“从前有只小
狗”系列、《剧院老鼠的船长梦》 等 11
种，为推动俄罗斯当代儿童文学作品在
中国的译介作出了贡献。

着力打造有深度、有广度、
有温度的阅读盛会，在版权输
出合作上取得新的突破

本届图博会期间，接力出版社携700
余种精品图书亮相，策划组织了“老街
的童话”系列作家见面会、《妈妈是个海
仙子》新书发布会、《一半命运设定，一
半我来决定》新书分享会等20余场新书
发布会、作家读者见面会以及“酷虫学
校科普漫画巡展”首展，平均每天4场活
动，涵盖图画书、儿童文学、科普百
科、心理励志、家庭教育等多个板块，
着力为中外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与
沉浸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利用好本次重
要展会节点机会全力做好接力品牌的宣
传推广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接力出版社在本届
图博会版权输出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共
达成162种图书版权合作意向，同比增长
76.08%。

漫画家聂峻创作的“老街的童话”
系列图书成功输出至越南，该系列图书
还与荷兰、法国、泰国等国家达成输出
意向。“少儿万有文库”系列图书与斯里
兰卡、越南等国家达成输出意向。曹文
轩创作的 《蝉与老牛》 受到了英国、法
国、泰国等国出版社的青睐。大吴创作
的图画书“奇幻日常三部曲”、韩煦的

“章鱼先生”系列图书与土耳其、泰国、
斯里兰卡等国家达成输出意向。这些成
果的取得，不仅代表着中国原创图书的
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也是接力出版
社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的最好体现。

创新版权合作 加深文化交流 打造阅读盛宴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接力出版社重点活动侧记

□宗秋

“老街的童话”系列图书越南文版签约仪式在第三十届图博会上举办。
接力出版社 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杨雯） 6月28日，江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在南京举行了荔枝微短
剧“潮计划”启动暨项目发布活动。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长
葛莱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微短剧作为影视
内容产业的新兴力量，以其独特的艺术形
式和市场价值，成为引领潮流的文化新动
向。荔枝微短剧“潮计划”的启动，既是
对国家广电总局推动微短剧创作繁荣发展
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江苏广电总台在文
化产业领域积极探索、创新的具体行动和
重要举措。

江苏广电总台多年前便在微短剧领域

不断试水，今年以来，更是全面布局，快
速切入微短剧赛道，组织“微短剧研讨
周”、创投展演等活动，组织常态化的剧
本征集、筛选和创作，构建了“研发孵
化—评估立项—拍摄制作—上线播出—投
资回收”的创投机制，初步形成了“策划
一批、制作一批、播出一批、储备一批”
的工作格局，为探索主流声音新载体开辟
了新路径。

启动仪式上，江苏广电总台公布了
50 部微短剧项目名单，包括 10 部即将
上线项目和 40 部精品储备项目。这些
项目涵盖“文旅赋能”“头部 IP”“精

品合作”“奇趣动漫”“品牌定制”五大
赛道。

其中，“文旅赋能潮计划”将文旅与
微短剧深度融合，通过《奇话》等作品展
现中国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头部IP潮
计划”依托江苏广电总台多年培育的优质
节目 IP，推动经典 IP 在全新赛道焕发新
活力，其中就有由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团队制作的微短剧作品《重返十八岁的夏
天》。“精品合作潮计划”致力于联合专业
影视机构，共同打造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原创精品。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抒现场介绍了其与

合作伙伴强强联合打造的 《再一次爱
你》《快穿》《亲爱的小孩》 等多部微短
剧项目。“奇趣动漫潮计划”将动漫形象
带到微短剧作品中，将极大丰富内容创
作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品牌定制潮计
划”专注于与品牌企业携手共创品牌定
制内容，致力于实现资源的深入融合与
发展共赢。

活动现场，江苏广电总台与抖音集
团、北京柚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橙
橙影业有限公司、长沙古言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等进行了签约，各方将在品牌定制、
AIGC赋能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江苏广电总台发布微短剧“潮计划”
现场公布10部即将上线项目和40部储备项目

本报讯 （记者金鑫）首届上海微短
剧大会近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大会围
绕微短剧产业“品质”创制、“数智”应
用、“新质”发展等议题，设立政策发
布、项目展演、圆桌论坛、市场发布、创
投洽谈等环节，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挖掘
微短剧新赛道机遇，促进上海微短剧产业
高质量发展。

当天，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
市广播电视局） 发布 《关于上海促进微
短剧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试行）》，围
绕推动微短剧全产业链经济发展，从培
育市场主体、加速产业集聚、精品内容
引领、鼓励布局海外、优化审批流程等
方面提出 9 条硬举措，以“政策+服务”

组合拳，力争在3年内推出300部以上精
品微短剧，培育壮大 10 家行业龙头企
业，基本形成空间集聚、主体丰富、创
作活跃、科技赋能、服务精准、健康有
序的产业生态。

据悉，为支持上海微短剧高质量发
展，上海每年将统筹设立 5000 万元的上
海网络微短剧产业引导经费，实现对微短
剧全产业链的扶持与奖励。

此外，上海还将配套推出一揽子微
短剧扶持计划。其中“繁花计划”重点
支持一批紧扣时代脉搏、凸显上海特质
的微短剧项目，给予剧本论证、拍摄协
助、内容审核、资金扶持、流量扶持、
评奖评优、宣传推广等扶持；“出海计

划”依托上海视听精品海外推进等交流
项目，鼓励和支持重点创制机构、平台
运营公司拓展微短剧的多语种海外市
场；“优才计划”为引进和培养微短剧紧
缺人才提供租房补贴、人才公寓、落户
上海等各项支持；“保障计划”探索建立
区级内容审查服务中心，提供微短剧创
制立项备案、成片审查等“家门口”的
管理服务。

为充分发挥微短剧产业集聚优势，
上海将在杨浦、松江和闵行三区，分别
打造微短剧产业平台集聚区、微短剧拍
摄制作集聚区，以及基于生成式人工智
能和专业广电技术的全国微短剧标杆产
业园区。

此外，大会还现场举办了中文在线微
短剧进驻上海签约仪式，未来，中文在线
集团将在上海布局微短剧业务，发挥龙头
企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哔哩
哔哩发布了 2024—2025 精品微短剧片单
和“探照灯计划”精品短剧征集活动。小
红书宣布将大力投入微短剧业务，聚焦以
精品短剧为核心开启全新内容生态，同时
发布“红短剧”扶持计划，推出亿级广告
扶持和广告资源扶持。七猫、国脉文化、
无忧传媒等企业也纷纷入局，发布微短剧
计划。

同时，由上海市网络视听行业协会，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共同发起
的上海微短剧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

上海推出一揽子微短剧扶持计划

本报讯 （记者杨雯） 暑期电影 《传
说》首映发布会近日在京举办。影片将于7
月12日在全国上映。

《传说》 讲述了考古专家陈教授“梦
回”西汉的故事，“寻宝”是其中重要的线
索。对此，演员成龙说：“我总会在国外的
博物馆里看见我们国家的文物，我在电影

《神话》里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们的文物在人家那儿？我们电影人应该传
递一些声音出去让世界听到，如果拍电影能
让我对维护中国文化、守护中国国宝尽一份
力，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传说》的出品
人、总制片人于冬表示：“19年前，也就是
2005年的国庆节，《神话》在全国上映。19
年后，《传说》也将在暑期档给全国观众带
来更丰富的观影感受。”

《传说》 由唐季礼编剧并执导，成龙、
张艺兴、娜扎、李治廷领衔主演。博纳影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等出品。

电影《传说》
将于7月12日全国上映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6 月 29 日上
午，由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承办的“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领潮：鲁冠
球传》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

鲁冠球是万向集团创始人，先后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由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出版的《领潮：鲁冠球传》记录了
鲁冠球创造、创业、创新的人生轨迹和奋斗
历程，展示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三个
精神”赋能个人成长。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陈永刚表示，在
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涌现了一大批爱党爱
国、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奉献社会的劳动
模范和优秀企业家，鲁冠球是其中的突出代
表。中国出版集团将大力支持《领潮：鲁冠球
传》的出版宣传，为当代人更多地了解鲁冠
球、学习“三个精神”提供更多助力。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说：“这
么一本厚重的书，写出了鲁冠球从农民走向
世界的风采，充满正能量，很了不起。”

《领潮：鲁冠球传》记述
“三个精神”赋能个人成长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诗在远
方——“闽宁经验”纪事》 韩文版新书
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策划出版、作家何
建明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诗在远方》曾
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荣获第十六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多

个国际书展上精彩亮相并受到读者好评。
该书韩文版由韩国民俗苑出版社出版，燕
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刘维尚、外
籍教授李京美翻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总编辑薛文斌在发布会上说，《诗在远方》
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并取得丰硕成果

的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为主题，对福建与宁
夏开展对口帮扶20多年来的重要事件进
行梳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总结了“闽
宁经验”。该书兼具“史”的知性和“诗”的
感性，不仅能打动国内读者，也会给国外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为他们呈现一个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韩国民俗苑出版社中国分社社长唐坤
表示，《诗在远方》韩文版的面世，为韩文读
者提供深入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是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他期待未来
能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开展更多合作。

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有关同志等出席
发布会。

《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韩文版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