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王勤 责编：祝小霖 ■版式：李瑞海 责校：张良波 ■邮箱:zgysdk@163.com ■热线：（010）87622041

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

■出版印刷业专家智库数数读读

现

场

印话评说

◆11月上旬瓦楞纸

价格环比上涨1.2%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 11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

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全国流

通领域九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

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11 月

上旬与 10 月下旬相比，19 种产

品价格上涨，30 种下降，1 种

持平。

其 中 ， 纸 浆 （进 口 针 叶

浆） 11月上旬价格为6229.2元/

吨，环比下降 4.7 元/吨，环比

下降 0.1%；瓦楞纸 （AA 级 120

克） 11月上旬价格为2674.0元/

吨，环比上涨 32.8 元/吨，环比

上涨1.2%。

◆10月印刷复制业

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1%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10 月

份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 10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下降 2.9%，环比下降 0.1%。

1—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平均比上年同期下降2.1%。

其中，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业 10 月 出 厂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1%，同比下降1.4%；1—10月

同比下降 1.3%。造纸和纸制品

业 10 月 出 厂 价 格 环 比 下 降

0.2%，同比下降3.8%；1—10月

同比下降3.9%。

时隔 3 年回归的知名博主李子
柒，日前现身浙江瑞安，以“东源
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文化传播大
使”的新身份，带着“高冷”木活
字印刷走进公众视野，传统印刷术
再次“出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显示，我国活字印刷术
于 2010 年 11 月被列入 《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信息显
示，“木活字印刷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印刷技术之一，浙江瑞安保持了
这门技术，那里依然使用这种技术
编印谱牒。”

如今，通过一系列的保护传承、
活化利用、创新宣传，木活字印刷受

到全球欢迎：今年 11 月举办的第七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木活字印
刷非遗传承人王法万带去的作品，有
三分之二销往国外。用木活字印刷打
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婚书等别出心
裁，让梨墨生香。与创意融合而成的
木活字书签、冰箱贴、盲盒、月饼等
产品，更是让传统技艺“飞入寻常百
姓家”。

纵观 当 下 印 刷 文 化 传 承 的 案
例，处处离不开创新的推动。传
承与创新，正是打开传统印刷文
化 的 最 好 方 式 。 使 古 老 传 统

“活”起来，将年轻公众“拉”进
来，印刷文化传承当随时代，通过
融入创新技术、融入鲜活生活，焕
发新的光彩。

“高冷”木活字印刷再度“出圈”
□本报记者 祝小霖

11 月中旬，浙江瑞安的活字印刷创
新研讨会引发多方关注，知名传统文化短
视频创作者李子柒惊喜亮相，讲述自己与
木活字的故事。这是李子柒“二刷”瑞安，
缘于 6 年前她与瑞安木活字结下的情。
2018 年，李子柒到瑞安拜师学艺，跟随木
活字印刷技术传承人王法万练习写反字、
雕刻、印刷，后来发布视频《木活字印刷术，
传承在岁月里的“情书”》，全网播放量超
8000万，这也是她发布的第一个非遗技艺
学习视频。非遗与网红，古老与时尚，看
似冲突，却演绎出美好的时空穿越。

千年梨墨百世缘，白乌兆瑞锦鲤安。瑞
安市平阳坑镇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
为中国唯一仍在使用的活字印刷技艺，迄
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传承了23代，是印刷
术源于中国的最好证明。东源木活字印刷
术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工艺，完整
再现了古代印刷作业场景，历经刻字、拣
字、排版、校对、印刷、打圈、划支、填字、分
谱、草订、切谱、线装等20道工序。近年来，
瑞安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深挖中国活
字印刷术的核心基因，不断激活其时代魅
力，用文化基因塑造 IP，以文旅 IP 开发作
品、设计产品，从而推动这份文化瑰宝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紧抓文旅融合，推进区域性整体保
护。瑞安以发展平阳坑镇全域旅游为目
标，紧紧依托木活字印刷术非遗项目，联
动各类非遗元素，打造集商旅、文创、研
学、宜居为一体，文旅深度融合的特色产
业集聚区。区域内文化旅游配套设施俱
全，有新老两座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有两个省级乡村博物馆，有省级非遗体验
点和省级非遗工坊。平阳坑镇被列入浙江
省非遗旅游景区（非遗主题小镇）；“木活
字小镇”项目入选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

紧抓传承教学，推进多维度薪火相
传。培育学生群体，推出木活字主题研学
线路，每年承接研学团体200多个、5万
余人次，入选温州市青少年研学旅行示范
线路；开展木活字进校园活动，编写通用
教材，传承人在 10 余所中小学开设课
程，参与师生累计超过10万人。与高等
院校合作，“木活字印刷术”课程于2021
年被教育部列入思政示范课程。同时，聘
请专家顾问成立瑞安市木活字印刷文化研
究院，出版《木活字印刷技术》等多部书
籍，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紧抓业态培育，推进与产业融合、与
市场互通。打造木活字 IP，推出文创产品
20多种，“活字在”“活字源”系列IP产品市
场反响热烈，入选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
品。创新连锁加盟模式，在黑龙江、横店等
地开设木活字印刷术体验馆20多家，让木
活字“见人见物见生活”。组建共富联合体，
成立梨墨文化旅游村集体抱团公司，通过
非遗工坊、东梨手艺互助社带动乡村留守
力量制作手工产品。

“活”起来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展现
出深厚历史基因。瑞安将继续通过与时代
接轨，守技艺之本，创故事之新、形态之
新，使之成为焕发新生的新一代国潮，实
现世世代代传承。

（作者系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副主任）

瑞安木活字印刷
焕发新生
□钟晨晨

当前，广大读者对优质出版物的新
需求，对行业从业者供给升级提出了更
高要求，同时牵引和激发的新供给，撬动
了出版物生产力跃升。出版印刷从业者
要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供给，提供
更多具有思想性、实践性、艺术性、可读
性的优秀出版物，更好满足和创造针对
广大读者的有效需求。对于出版单位来
讲，要以图书印制质量建设为引领，将图
书印制质量作为图书出版业发展手段和
发展目标，作为评价图书出版业发展状
态的标准和尺度。

以质量提升为抓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
代数智科技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浪潮扑面而来，数字智能工厂、新数据链
接、物联网应用等加速对生产赋能，符合
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急速凸显。这些
先进优质要素的强力支撑，辅之技术革
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都加速了对传统生产力

“质”的超越。出版印刷从业者应以新供
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
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为广大读者提供
更加优质的出版物。

图书印刷复制质量已成为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高水平文化产品，丰富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检测标准和关键生
产要素。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连年开展
的“3·15”印刷复制质检活动，出版单位
系统梳理了印刷复制质量问题，研究并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举措和建议，筑
牢了图书印刷复制质量的安全屏障，推
动了图书印刷复制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出版单位要以“3·15”印刷复

制质检活动为基础提升质检效能，以质
检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以出版物印刷
复制质量提升为抓手，在突出基础性和
透明性上下功夫。一方面，突出基础性，
解决发展问题。出版单位要找准细分领
域优势，提高本单位经营质量，提升核心
竞争力；要始终突出重点出版物项目生
产，做好生产的前期论证、统筹调度，切
实把项目谋深、谋细、谋实，确保重点出
版物项目安全有序生产；要以出版物生
产、管理结构改革逐步深入为契机，抓好
出版单位印刷复制队伍建设，选优配强
队伍和班子，努力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另一方面，突出透明性，做好出版单
位风险防范的“后半篇文章”。要着力构
建风险预警防控体系，进一步提高出版
单位各项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
水平，形成制度完善、程序规范、监督到
位、考核和评价机制配套的体系。同时
强化制度体系与生产流程、制度执行、制
度监督的相互关联，提升治理效能，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堵住“跑冒滴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现阶段，出版印刷业通过技术革新、
升级换代已经向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生产迈进。出版
物的印制质量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
求，推动印刷复制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
变革调整，不断提升印刷复制产业生产
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印刷复制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

面对新发展阶段，一要找准症结点，
及时梳理日常出版物印制质量管理和

“3·15”印刷复制质检活动中发现质量问
题的逻辑关系，以切实有效的举措破解
工作难点。密切关注印刷复制产业融合

发展变化，研判印刷复制产业发展趋势，
不断适应印刷复制产业生产结构的调
整，苦练“内功”，强化生产效能的提升，
适当调整和释放产能；打破惯性思维和
路径依赖，始终对标对表重点出版物的
印制工作，破解重点、堵点问题，坚持问
题导向，以问题促提升、以提升促整改、
以整改促发展。

二要找准发力点，强化出版物印刷
复制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生产管理部门
管理质效。具体工作中，出版单位印制
管理部门要以承接本单位年度生产任务
目标为根本，打破印制、设计、营销等部
门壁垒，激发内生动力，加强全生产周期
管理，挖掘优势做法，充分发挥印刷复制
的资源效用。对质量、周期服务过硬的
印刷复制企业，要向供给量、结算时效等
方面适当倾斜，做到增质增量。同时，出
版单位要加快制定全面的出版物生产管
理手册，搭建统一规范的生产管理平台，
建立多层级、多维度生产管理分析体系，
切实发挥生产管理平台统筹调度功能。

三是出版印刷人要躬身入局勤勉尽
责，时刻保持如芒在背的警醒状态、时刻
保持如坐针毡的不安心态、时刻保持如
火燎原的战斗姿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
的工作常态，在工作实践中善于学习提
升，始终将个人成长锚定出版单位的任
务、目标。工作中要紧紧围绕出版单位
的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以全面生产管
理为抓手，整合现有的生产要素，以提升
出版物质量为前提，努力做到开源节流、
提质增效。同时要尽最大可能优化出版
物印刷复制工序流程，强化对印刷复制
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推动绿色化、融
合化、数智化、标准化、精品化和规模化
发展。

（作者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部主任）

发展新质生产力，出版印刷谋“新”重“质”
□郑刚

智能化码垛机器人、数字化印刷联动线、全自动清洗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日前

走进多家印刷企业，看到现代化生产车间内，各种印刷设备上新、精益管理提质增效，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深入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升链升活力。

探访印企现代化生产车间

智能化码垛机器人智能化码垛机器人 全自动清洗机全自动清洗机 数字印刷车间数字印刷车间 设备先进的生产车间设备先进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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