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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颠覆性技术引领的新质生产力正
加速推动传统教育出版向数字化、个性化
和智能化的方向演进”“教育出版机构应
深刻认识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加速布局
人工智能领域，在变革的浪潮中占据先
机”……10月29日至30日，由湖北教育出
版社主办的中南六省（区）教育出版社第三
十届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近
30家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以“新质生产力
引领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展开研
讨，为教育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找准定位
塑造教育出版新优势

“研究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跟
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宏观态势，找准定位。”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在主旨报告中
深入剖析了国内国际教育出版环境的变
化。他表示，与时俱进推动教育出版的高

质量发展，要以领先的高质量出版理念为
引领，积极引入先进的人工智能信息技术，
抓好人才队伍教育建设，全行业协同作战。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说，教育出
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因素是

“因教出版”，要根据所面对的服务对象、
所在地的区域特点进行探索。广大编辑也
要尽快利用属于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装备自
己，更好地开展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因为
不论是出版业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还是
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业，最终都是由编辑
出版人来承担完成。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长
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国斌认
为，用新技术赋能教育出版，推动教育出
版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新时代的教育出版
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时代大
考。教育出版要不断提升含“新”量、含

“绿”量、含“金”量，在新质生产力引
领下实现育人理念、育人模式、育人方式

的全面升级，努力开辟教育出版新赛道、
塑造教育出版新优势。

深化融合
创新教育出版全流程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以新促质。”武
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总编辑杨志
军认为，当前，教育出版处于宏观战略、
技术革新、内在发展“三重转型”的交汇
点，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教育出版流程的全
面变革，构建智能编校新模式，催生出教
育教学新形态，打造“现代教育纸书”。
新质生产力还将成为推动智能化教育服务
平台开发与运营的核心动力，有效解决教
育公平问题。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抓手之一，
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创
新。”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方平介绍说，

“十三五”期间，湖北教育出版社大力推

进融合出版，先后搭建了基于中小学学科
核心素养的K12学习服务平台、中小学综
合实践课程服务平台；纸数融合创新产品
业态，开发“植物中国”出版融合项目，
打造元宇宙“中国植物馆”，一系列举措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能量源”。

提升教育服务效能是教育出版的核
心。大象出版社社长汪林中认为，出版单
位要通过新媒体和入校服务的精准数据带
动精准教研，聚集优质教师、形成新的产
品并实现销售闭环。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
长夏丰认为，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有
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协同编辑，提
高出版效率和质量；同时新技术的运用，
也有助于重塑生产运营流程，提升员工信
息素养。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刘新民建
议，教育出版单位在“科技+出版”的领域
共同探索创新，针对新技术的应用携手组
织课题，共同投入新技术与应用研发，降低
成本，实现技术供应的互惠互利。

中南六省（区）教育出版社第三十届工作会议在武汉举行——

提升教育出版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
□本报记者 汤广花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以“传统文
化与新时代的链接与碰撞”为主题的第九
届海峡儿童阅读论坛暨第十届海峡两岸青
少年快乐读书会日前在福建福州举办。近
百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儿童文学
作家围绕论坛主题，共同探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儿童文学中的转化和发展。

论坛依托福建台胞子弟定点小学，
邀请多名儿童文学专家、作家走进闽江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等多所
学校，与小读者们面对面交流学习，通
过举办研讨会、阅读推广活动等形式，
共同探索新时代儿童阅读的新趋势，促进

两岸儿童文学作品的借鉴和双向输出，已
成为福建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领域的重
要平台和品牌项目。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彬表
示，两岸出版发行企业应当以讲好中华文
明故事为己任，共同打造更多适合两岸少
儿阅读的优秀作品，推动闽台两地出版与
文化交流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融合
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
实意义需要我们共同持续、深入地挖
掘。”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海飞
认为，两岸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要更加紧

密地携起手来，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挖掘成果转化落地，推动儿童文学出版事
业、阅读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泉州、福州有开元寺，台南也有开
元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开元寺也是联
系两岸的文化符号之一。”台湾儿童文学
作家方素珍正在创作以泉州开元寺为背景
展开的绘本作品，她说到两岸相似的精神
文化符号，是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纽带，
对作家创作起到深刻影响。

活动中，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发布
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海峡记忆”绘本系列。该绘

本系列由海峡两岸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童
书插画家联手合作，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以闽台两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和自然
风光为主题，划分为民间故事、童谣和人
文自然三个方向，旨在通过绘本形式为海
峡两岸儿童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增强彼
此对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认同感。

本届论坛由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指导，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论坛为期7天，还举行了吴梦
川《我在乡下有块田》作品研讨会、林良

“家的文学”特别展览、“海峡记忆”绘本
项目研讨会等活动。

两岸作家学者共话儿童文学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吴凡 路滢月）“刚刚
大家听到的发言内容不是我写的，是我昨
晚花了不到 20 分钟用 AI 生成的。”日前在
京举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
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新书发布会上，该
书作者、北京工业大学元宇宙云图智能研
究院执行院长何伟用自己的发言稿进行了
一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案例展示，引来阵
阵掌声。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与多模态技
术应用实践指南》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全书共7章，涵盖AIGC、大模型的基
本概念、原理及关键技术等内容，并通过众
多实例及操作指南，帮助读者深入理解
AIGC技术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

该书序者之一、北京市原副市长陈昊苏
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处在科技前沿的带
动力量，该书出版能为推动相关领域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宁方刚认为，该书生动展示了人工智
能在工业、影视、科研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向。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向多家
院校、企业、机构、媒体赠送图书。“数字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发展论
坛”同期召开。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
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发布

本报讯 （记者黄琳） 浙江省“跟
着微短剧去旅行”优秀作品评选大赛
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

今年以来，浙江省充分发挥文化广
电旅游融合优势，在“跟着微短剧去
旅行”创作计划带动下，浙产微短剧
创 作 数 量 质 量 持 续 提 升 ， 涌 现 出 了

《恋恋茶园》《飞扬的青春》《1818 编辑
部》 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微短剧。

大赛收到来自全国媒体、影视机
构、高校及影视创作达人报名作品 120
部，题材涵盖浙江文旅资源、传统文
化、非遗技艺及乡村振兴故事等。

颁奖典礼现场，共揭晓本次大赛综
合及单项奖 25 个。《飞扬的青春》 获得
大赛一等奖。作品取景地为温州瑞安
市，通过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展现了
返乡创业青年造福家乡的热血故事，

获得评委会一致好评。另有 《河姆渡
的骨哨声》 等 3 部作品获二等奖，《清
明上河图我是画中人》 等 6 部作品获三
等奖，10 部作品获优胜奖。大赛还颁
发了优秀编剧、导演、制片人、男主
角和女主角等单项奖项，以表彰在微
短剧创作中的突出个人。

此外，良渚芯云城影视基地荣获
“浙江省微短剧优质创研拍摄基地”特

别奖；Z 视介、浙里文化圈、华数不止
小剧场、淘宝逛逛四大平台同步启动
浙江省“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优秀作
品展播。

截至目前，国家广电总局累计发布
了四批共计 114 部“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创作计划推荐剧目，浙江省共有
23 部 入 选 ， 数 量 居 全 国 各 省 （区 、
市） 第一位。

浙江省“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优秀作品揭晓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由北京华景时
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 《历史的照妖
镜》新书分享会日前在京举办。

《历史的照妖镜》一书由北京华景时代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出版。该书以岳飞的生平为线索，勾勒出
一幅宋朝、明朝乃至清朝的历史群像，揭示
了人性在权力、忠诚与背叛中的多重面貌。

历史畅销书作家张玮现场分享了自己的
阅读感受。他说：“书中讲述了岳飞、于谦
等历史人物故事，展示了他们在历史长河中
的挣扎与抉择。每个人物都不是简单的忠
奸，而是有着现实考量的个体。”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文平表示，该书在历史事件的呈现上
不仅追求真实性，更注重通过历史人物的
选择和行为展现出深刻的人性。“历史的复
杂性不仅在于事件，更在于那些默默无闻
的小人物，他们的行为往往折射出时代的
真实。”

《历史的照妖镜》
以人物书写折射时代真实

本报讯 （记者杨雯）年代生活情感剧
《小巷人家》 日前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
平台开始独播。

《小巷人家》改编自网络作家大米的同
名小说，并由大米担任编剧，张开宙执导，
侯鸿亮任制片人。该剧主要围绕20世纪70
年代末，同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
里的庄、林两个家庭展开。恢复高考、知青
返城和改革开放等时代变迁让两家的家长和
孩子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家
人在社会的变迁中互相牵挂，用平凡百姓骨
子里的温暖底色，共同书写着这方烟火小巷
的笑泪故事。

年代生活情感剧
《小巷人家》湖南卫视开播

近日，贵州日报天眼新闻客户端上线
“名记者电子名片”功能。据介绍，“名记
者电子名片”出现在作者每篇新闻报道文
末，网友通过点击“联系TA”触发对话
窗口，可以直接私信该记者提供新闻线
索，了解报道进展，也可以浏览这位记者
的作品详细报道页面，进行互动交流。

笔者认为，“名记者电子名片”是媒
体强化用户意识与服务功能的体现。用
户可以与记者直接交流，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拉近了“有问题，找记者”的“指

尖”距离。用户直接反映身边问题或提
供新闻线索，无疑让新闻报道方向更加
明确，素材更加丰富，有助于提高报道
质量。在与用户的直接对话中，记者与
基层“贴”得更近，转变文风也就成了
每时每刻的实践。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人
手握信息渠道，也都能成为意见表达主
体。用户点对点提供文字、图片、视频等
素材，由记者核实采访，将他们的表达与
传播需求，借媒体平台与记者队伍，有效

引导至专业新闻产品生产流程之中，也将
进一步提升用户参与新闻报道的积极性，
对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发挥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记者能否被其替
代？笔者认为，人工智能难以替代记者的
根本因素之一，在于与受众的情感链接。
从这个角度看，“名记者电子名片”功能
不失为一项有益探索。在与用户的交流
中，媒体的品牌形象与记者的风采魅力得
以展现，有利于媒体打造和孵化记者个人
IP，让新闻报道走进受众心间，也为后续

媒资运营奠定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

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
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笔者看
来，借助技术手段的量化，“名记者电子
名片”既是工作机制的变革，也可纳入媒
体对记者评价的考核。通过设定评价指
标，如被问得多的、解决问题多的、选题
落实多的、人气旺的记者，既可成为名记
者重点人选进一步培养，也能在实践中逐
步探索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

让更多新闻从“指尖”走向“心间”
□尹琨

产 业

论 语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由世界知识出
版社和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共同主办的《论
语新解：孔子语录是如何形成的》新书发布
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儒学研究
者以“共塑经典，跨越时代的对话”为主
题，围绕《论语》研究、国际文化传播和中
日人文学术交流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论语新解》是日本汉学家、早稻田大
学常务副校长渡边义浩研究成果集大成之
作。在该书中，他广泛深入地检证了中国古
代关于《论语》的注释以及注释者的立场观
点，结合注释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于浩瀚的
史料中抽丝剥茧，厘清了《论语》形成的历
史脉络和经纬，为读者展现了《论语》在形
成过程中所经历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为
读者提供了更为开放和多元的视角来理解

《论语》的成书过程。
渡边义浩表示：“每一位拿到 《论语》

的人都会基于自己的思想来解读它。”在书
中，他不仅以中国的“注”来检证和阐明

《论语》的编纂成书过程，还提纲挈领地介
绍了日本儒学者研究 《论语》 的著述和学
术观点，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同时窥见日
本汉学家研究 《论语》 的范式、方法和成
就，为了解中国文化在异域的演变、发展
和影响提供启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
案例。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汪琴表示，该书
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文字功底，反
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国际传播历程，提
供了中日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的有力佐证。

日本汉学家渡边义浩
“他视角”阐释《论语新解》

由江苏省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
指导、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办的“我
眼中的狮子林”国际传播项目相关活动
日前在苏州举办。该项目旨在从外国人
视角解读以狮子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
林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
来自意大利、巴西、巴基斯坦、波兰的
海外专家，围绕苏州古典园林开展走访
活动，并参加“我眼中的东方园林之
美”主题沙龙座谈会。未来，该项目还
将邀请海外专家撰稿，开展相关图书策
划与国际出版工作。图为海外国际传播
专家感受苏州古典园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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