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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出版匠心汇出版匠心 出精品力作出精品力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开栏的话 在主题出版工作中，各出版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做好主题出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价值取向，精心打磨精品。即日起，本报推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汇出版匠心 出精品力作》栏目，旨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挖掘主题出版物的选题价值、社会影响，激发编辑主动寻找选题，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回望历史、观照当下、启迪未来，三
环出版社和江西教育出版社在邓小平同志
诞辰120周年之际推出的《小平小道》日
前入选 2024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
题。力作如何问世、精品怎样炼成？编辑
与作者如何共铸经典？《小平小道》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塑造求真务实伟人形象

作为国内首部以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
3年零4个月的特殊经历为题材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和个人专著，《小平小道》是
作者江西省委原常委、江西省原副省长朱
虹以长达5年的深入研究，历经阅览大量
资料、考察历史现场、走访历史亲历者写
就的倾力之作。

正是在小平小道，邓小平深刻思考了
改革开放的系列重要问题。如果没有小平
小道的3年，就没有1974年到1975年小平
同志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和 1978 年以
后改革开放大胆而强有力的举措。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
伏。在写作上，如何使故事的情节更完
整、结构更严密、内容更充实、人物更丰
富、主题更突出？朱虹谈道，写作时不可

避免地要用倒叙、插叙和蒙太奇的手法，
将一些过去的回忆、与此相关的故事加以
表述。《小平小道》 始终遵循了一条红
线：从小平小道酝酿改革开放思想——
1974 年和 1975 年的改革试验，大刀阔斧
搞整顿——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紧密相连、层层
递进的。

小道通大道。书中的很多细节显示了
小平同志深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的细致
务实的作风和心系家国的情怀，因而充满
感染力和吸引力。比如书中写道，小平同志
在清江县（今樟树市）的江西盐矿调研后吃
完午餐，坚持付了伙食费。当时的收据一直
保存了下来，上面写着：“邓小平同志等2
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票6两。收据存

根号0005776；时间1972年11月12日。”
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局长黎隆武认为，《小平小道》的出版
是两省出版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最深切的缅怀，是对邓小平同
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崇
高的敬意。

《小平小道》视角独特、文风质朴，塑造
了一个谦虚质朴、求真务实的伟大的改革
家形象。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所说，作者
为该书的表达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语言、调
性，书名中的两个“小”字构成了该书的基
调，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

作者和编辑团队“互动共谋”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对
这位历史伟人，对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的伟大功绩，三环出版社总编辑张秋林
充满崇敬与感激。他说，《小平小道》的编辑
出版，承载着出版人内心无比深挚的感情，

“我们想以此书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2018 年，张秋林读到朱虹发表的

《为什么说小平小道是改革开放的策源
地》一文，新颖独特的视角以及翔实深厚
的论述使他眼前一亮。2023 年，张秋林
和朱虹一道参加“4·23”世界读书日活
动，双方商定将文章扩展成一部专著，作
为对伟人的纪念。此举也得到海南省委宣

传部和海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小平小道”是江西的红色资源，为

了争取更多支持、共同打造精品，张秋林
致电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熊炽，商量联合
出版事宜，熊炽也为这个选题叫好。

在编创过程中，编辑团队始终坚持内
容为王的原则，与作者紧密合作。张秋林
带队数次拜访朱虹，从大纲制定、材料选
取、人物刻画，到每一张配图，多次和作
者沟通，共同打磨书稿内容。

编辑团队4次到小平小道陈列馆进行
实地采风，书中大部分照片都是编辑团队
实拍。作者和编辑团队的这种“互动共谋”，
是《小平小道》能够顺利面世的关键之一。

“我们深知，《小平小道》不仅是一部反
映小平同志特殊时期生活与工作风采的作
品，更是一次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改革开放
精神的深入探索和挖掘。”张秋林介绍，编
辑团队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对书
稿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和校对，确保文字流
畅、表述准确，力求在内容上做到既符合历
史事实又能体现作者的独特视角和见解。

编辑团队在版面设计、插图安排等方
面进行了多次优化和调整。在书稿创作过
程中，他们邀请党史专家和知名学者对样
书进行审读，确保书稿中相关政治背景、
历史事件和引文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同时，他们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将全书备案
送审，经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江西
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双重审读，力求做到不
留瑕疵和隐患。

《小平小道》的出版，承载着出版人无比深挚的感情——

我们想以此书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近日从中国期刊协会获悉，
第二批317家期刊网址和投稿邮箱将于近期
公布。

据了解，自9月5日中国期刊协会公布
第一批期刊网址和投稿邮箱后，受到业界广
泛认可和赞誉，并收到更多刊社的积极反馈
和收录意愿。中国期刊协会将于近期公布新
增的 317 家刊社的完整信息。公布内容包
括：期刊名称 （中英文）、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 （CN）、出版单位、官方网址、投
稿邮箱或网址等。

据悉，中国期刊协会从5月起向期刊社
征集官方网址及投稿邮箱等相关信息。截至
目前，中国期刊协会公布期刊网址和投稿地
址共1234种。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http:
//www.cpa-online.org.cn/）“期刊查询”栏目
中可通过词条检索方式查询相关内容。

第二批317家期刊
网址和投稿邮箱将公布

本报讯 （记者张博 通讯员张浩 和
婷婷） 11月5日，2023年度“感动湖南”人
物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16 位平凡而伟大
的“感动湖南”人物上台接受嘉奖。湖南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浩东出席，为“感动
中国”2023 年度人物刘玲琍颁奖，并宣布
2024年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启动。

自 2023 年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启
动海选以来，社会各界踊跃推荐来自不同行
业的“身边英雄”。今年2月底，在网络投
票基础上，按评选标准进行专家评审打分，
最终评选出“感动湖南”年度致敬人物 1
名、“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10名、“感
动湖南”年度榜样人物5名。

其中，放弃登顶珠峰、于生命禁区逆行
救人的攀登者范江涛，当选 2023“感动湖
南”年度致敬人物。三十余载为“折翼天
使”插上追梦翅膀的特教老师刘玲琍、跳桥
救下轻生女子的“平凡超人”彭清林、深陷病
痛却以歌声回报社会的公益行者侯佳等，荣
获2023“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前三名。

据了解，“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举
办以来，《三湘都市报》 共推出 170 余名

“感动湖南”人物，其中14人（组）成功当
选“感动中国”人物。

湖南日报社社长姜协军表示，2024 年
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启动后，湖南
日报社将继续联合各主办单位，以《三湘都
市报》为重要平台，当好宣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排头兵”，进一步提升“感动湖
南”品牌的影响力、辐射面和美誉度，传递
更多感动人物的先进事迹。

2023年度“感动湖南”
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 （记者祝小霖） 11月5日—6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举
办两期北京印刷企业负责人法规培训班，来
自全市的400余位印刷企业负责人参加集中
学习培训。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本次培训重点针对2024年新设立的印刷
企业，以及未取得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和
已取得该证书但超过5年的北京地区印刷企
业负责人，采取“专家授课+法规辅导+集中
考试”的方式进行。为了提升培训质效，此次
培训班特设集中考试环节。考试前，市委宣传
部印刷发行有关负责同志作专题辅导。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印刷复制处四级调研
员李军、北京印刷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兼科研处副处长窦水海从行业管理和技术革
新的角度，阐释印刷业发展现状和法规政
策。北京市印刷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站
长李世凯、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
与环境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白光从企业实
操的角度，通过质量问题分析、安全警示案
例等，讲授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北京印刷企业负责人
法规培训班举办

（上接01版）
截至今年4月，全国有12个省 （区、

市） 和 8 个地级市颁布了地方性阅读法
规。这些地方性阅读法规促进了区域阅读
服务网络的规模化建设。

其中，浙江加快推进《浙江省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立法，完善创新《浙江省全
民阅读评价指标体系》。福建颁布《福建
省全民阅读“七进”示范点建设标准》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实施意见》，指
导全省各级政府抓好全民阅读工作。山东
把全民阅读写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和
省政府工作报告，全省逐步形成“党委领
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广东颁布实施 《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连续8年编制《广东省全民阅读指
数报告》，构建全民阅读监测评价体系。
天津于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天津市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对阅读服务、阅读
推广、阅读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
定。西藏制定全民阅读总体规划和年度计
划，设定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基本标准，研
究解决全民阅读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甘肃
制定《甘肃省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实施意
见》《甘肃省“书香陇原”建设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 在 省 级 层 面 打 造
“书香陇原”，在市级层面打造“书香之
城”，在社会层面打造“书香典范”。宁夏
颁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
案》等制度，将全民阅读纳入文明创建考
核内容。河北出台《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
作的若干措施》。四川出台《四川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
快书香天府建设工作方案》，打造“城市
12分钟阅读圈”“农村10里阅读文化圈”。

这些地方性阅读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促进了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社区书

屋、职工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阅报栏
等全民阅读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数量
不断增加，特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城市书吧等新型阅读空间的持续涌现，使
当地阅读公共服务网络初具规模。

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不断涌现

2024年1月，重庆党建“红云”的新
成果《读着诗词游长江》甫一推出就引爆
长江文化热。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全
媒体中心运营总监李剑峰告诉记者，在媒
介多元化、内容丰富化的大环境中，重庆党
建“红云”始终瞄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阅读需求，注重用户间分享、互动和交流，
进一步提高了阅读关注度和覆盖面。

重庆党建“红云”是全民阅读优秀项目
之一。记者了解到，自2018 年以来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展的全民阅读优秀项
目评选深受关注。比如入选2019年全民阅
读优秀项目的“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
工匠”全国工会职工书屋主题阅读交流活
动，至今参与阅读活动的职工超过4亿人
次。“中国好书”年度盛典活动是读书人、出
版人、写书人关注度颇高的阅读品牌。

此外，还有一些地域特色明显的全民
阅读优秀项目，如蒙古包书屋、“那书
苑”——广西民族文化全民阅读推广项
目、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岛·读”
职工读书会等。一些形式创新的全民阅读
优秀项目也不断涌现，如四川“千年古
城·万家书香”全民阅读文旅共建项目、
走读广西等。这些优秀项目聚焦主题主
线，创新方式方法，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参与度，大力引导不同群体提升
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
力，较好反映了全国各地全民阅读工作的
特色与成效。

综观近些年来全民阅读优秀项目的特

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
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
认为，其一，重点突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阅读。
有多个项目以“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为
项目方向，如党建学习书屋进三湘行动、

“书香青春”河南省青少年新时代悦读活
动、“倍阅”大学生红色共读活动等。其
二，有越来越多的地市县举办本地阅读
节、读书月，如“书香天津”“书香润昌
吉”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其三，注重积
极宣传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民
文化自信自强，如“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系
列活动、“尼山书院”系列传统文化阅读活
动等。其四，越来越多的项目注重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切实提高不同人群对全民阅
读的参与度与主动性。如“我送盲童一本
书”公益助盲项目、“公益慢火车‘通学车
厢’”项目、“声悦童心”阅读活动、“点亮阅
读微心愿”乡村中小学生阅读提升计划
等。其五，不少项目注重加强全民阅读媒
体传播，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如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黑龙江省委宣
传部的“一起读书吧”全媒阅读推广行动、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春风悦读活动等。

特殊群体阅读权益得到保障

“江上清风，吹散惆怅，书卷有味，
阅读有光。山间明月，照亮他乡，书卷有
味，阅读有光。”这首词意优美的歌曲

《阅读有光》，在云南省昆明市盲哑学校师
生的演唱中表达了残障群体对阅读的渴望
和追求。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有视力残疾者
1700 万人。这部分群体的阅读问题，一
直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努力解决的议
题。为此，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等法律中明确提出保障视障者享有公
共文化权益。

2022 年 5 月 5 日，《马拉喀什条约》
在中国生效。当年8月1日，国家版权局
印发的《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
作品暂行规定》 强调：“鼓励出版、电
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机构为其拥有
版权的作品同步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
版。”2023年7月，在国家版权局和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推动下，中国盲文出版
社、中国盲文图书馆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
会全球图书服务。

“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教书人，同
时也是一个写书人，我如何能成为今天的
我？感谢无障碍阅读，因为无障碍阅读满
足了我很多阅读的需要。”有着“中国大
山里的海伦·凯勒”美誉的全国道德模
范、盲人作家、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教
师刘芳如此表达了视障者的心声。

随着高科技在我国出版业的广泛应
用，盲文、电子文本、音频或大字版图书
等无障碍格式，带给视障者的阅读喜悦还
有许多动人的例子。

2022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明确
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
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
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
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推动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高度重视。全社会
要注重加强阅读引领，涵育阅读风尚，构建
覆盖城乡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推动全民
阅读扩大覆盖面、提升品质、增强实效，以
书香中国建设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强大书香动力。

2024巴西中国电影节11月4日在
里约热内卢奥迪恩影院开幕，活动旨在
通过电影增进中巴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推动两国文明互鉴。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
驻巴西使馆、中国驻里约总领馆主办，
中国电影资料馆承办，为期5天。其
间，包括《抓娃娃》《热辣滚烫》《中国
乒乓之绝地反击》等9部影片将在当地
上映。开幕式期间，巴西文化部与中国
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资料馆分别签署
合作备忘录。

图为11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奥迪恩影院内，观众浏览中国电影
海报。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2024巴西中国电影节
在里约开幕

本报讯 （记者汤广花）“人生最好的
境界是丰富的安静，进入这个境界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图书馆里坐下，翻开
一本书。”近日，湖北省图书馆迎来建馆
120周年华诞。学者、作家周国平作为湖北
省图书馆名誉馆长，在江城武汉讲述公共图
书馆对城市的意义。

创建于 1904 年的湖北省图书馆，是我
国第一所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
馆馆长刘伟成介绍，该馆致力于资源建设、
知识传播、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截至
2023 年年底，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总量达
1016.94万余册（件），馆藏文献资源总量在
全国省级馆中排名第三。与此同时，通过

“长江”“楚天”“悦读”三大阅读品牌体
系，做好各项阅读推广服务。

周年庆当天，“东壁灵光——湖北省图
书馆历史文献特展”开展，从馆藏珍贵文
献的视角展现湖北省图书馆经历书院藏书
楼联合体、近现代图书馆、数智图书馆的
发展历程。

湖北省图书馆
120年墨香永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