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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24 年过得飞快，从 1 月北
京图书订货会上的新书发布活动，
到 4 月世界读书日期间的校园行，从

“六一”前夕的图书捐赠仪式，到 9
月底的大西北采风之旅，每一步都充
满了丰富的收获；约稿、审读、编
校、营销等日常工作同样有条不紊地
进行，以上种种共同编织着我的2024
工作交响曲。复盘、反思、内化、提
升，我的2024年让人受益良多，也让
我更加理解了“功不唐捐”在编辑这
一职业中的深远含义。

如果说我2024年的职业关键词是
“突破”，那么我希望 2025 年能够充
满“能量”。

AI时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时时
刻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磨合，唯一不
变的是“变化”，只有充满能量才足
以让人从容应对变化。

在2025年的职业规划中，我想我
的能量将来自于持续学习与自我提
升、深化专业领域研究、钻研营销与
品牌建设、拥抱融合出版和数字化转
型等等。

具体而言，随着主题出版的高质
量发展，我计划深化在儿童文学和科

普读物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待万事万
物都尽量保持敏感并有所觉察，进一
步提高市场敏感度和选题判断力，并
通过社交媒体、线上活动、读者社群
等多种渠道加强与读者的互动，通过
出版高质量的产品为我们的社会贡献
更多正能量。

不久前，我读到一个引人深思的
观点：“一个理想的编辑，是一个从麦
种一直管到面
包的人。”从这
个 视 角 来 看 ，

“ 理 想 的 编 辑 ”
不 仅 要 当 好 辛
勤劳作的农夫，
还要成为熟悉食
客 喜 好 的 烘 焙
师。随着我即将迈
入编辑职业生涯的
第十年，我期望自己
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
掌握工作节奏，向“理
想 的 编 辑 ” 这 一 目 标 更
进一步。

（作者系大象出版社主题出版
编辑部编辑）

陈灼：

向“理想的编辑”更进一步

2024 年上半年，我从互联网大厂
离开，加入小红书平台。带着互联网人
拥抱变化的使命感和贯穿职业履历的危
机感来到小红书，发现这里的商家和创
作者摒弃复杂的运营技巧，商业化的进
程谨慎而克制，保持真诚才是运营的第
一原则。好的内容，无论出自大咖还是
普通人，都会被看见，像极了内容电商
该有的样子。

2024 年，已经有超过 1 万家图书商
家在小红书上开
店经营。在小红书
分享读书的作者有
25 万，每天和阅读
相关的主动搜索达
300万次。小红书上3
亿主动搜索、乐于分

享的用户群体，蕴藏着
对优质好书好内容的巨

大需求。
小红书图书电商快速

增长的背后，是图书出版行
业的经营者们在小红书以具

备独特的调性和审美的优质内

容，以及从用户出发的运营动作，重新定
义内容电商生产力。

2025 年，我们将联合社区内容，继
续以内容为核心，增加对图书榜单、名家
名作、差异化好书的重点运营。2025年
初，我们将推出红薯图书榜单，给用户一
份真诚的书单推荐，也给出版从业者更
全面的经营指南。我们将向作者名家、
乐于分享的编辑、阅读爱好者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来小红书持续分享好书内容，
持续发掘优质作者和内容，给予平台扶
持。同时，我们将定期分享小红书图书
相关行业的经营案例，将更多爆款笔记、
优质的直播间风格和“出圈”的营销活
动，分享给更多的行业从业者以参考。

作为一名图书行业的电商运营，希
望 2025 年能成为小红书用户和图书商
家的桥梁，邀请100+真诚有趣的图书
作家入驻红薯书房，重点支持100+场
新书发布，支持 100+场图书营销活
动，开展 50+场行业分享，帮助 100+
家图书店播实现GMV跃迁。

（作者系小红书电商图书教育行业
负责人）

周盼：

“重生”之我在小红书卖好书

作为县级新华书店负责人，2024
年，我带领团队围绕创新和服务，全心
构建“微店+直播+企业微信+视频号+
公众号”微生态营销链条，着力打造

“产品+服务+活动”教育服务新模式，
在推动书店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道路上

作出有益尝试。
这 一 年 ， 我

积 极 探 索 “ 书
店+”模式，带领
全体员工高标准打
造阅读服务阵地，
以独特的展陈设计
荣获中国书刊发行业

协 会 主 办 的 第 六 届
“全民阅读·书店之选”

“十佳展陈”称号；不断
推进线上社群营销、线下

网格服务融合发展，以开展
假期“读好书 写好字 做好

人”活动和“阅读的种子”学生荐
书短视频等为契机，构建阅读推广体
系，全力服务教育；持续升级线上平台
建设，构建全媒体营销矩阵，满足读者

便捷化和个性化需求；打造亲子阅读、
公益活动、文化沙龙等多位一体文化传
播平台，为城市生活注入文化能量。

书店要长期发展，就需要看到时代
的变化，需要应对趋势作出回应。展望
2025 年，我将积极响应集团建设“数
字新华”的号召，聚焦加快推进业务互
联网化、线上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加
强学习，提升新媒体素养，以学长才，
找准经营方向，走出一条县级新华书店
的特色发展之路；聚焦读者所需，坚持
数字驱动，深耕社群运营，建立稳定的
私域流量池，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优势；
培育一支一专多能的人才队伍，全面提
升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激发创新潜
能，释放企业活力，扩大服务群体；探
索“短视频+图书”“短视频+服务”

“短视频+教育”的宣推矩阵，推进全
民阅读走深走实，建设书香罗田；全力
以赴保障教材教辅发行工作高质量完
成，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华书店的责任与
担当。

（作者系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罗田
县分公司经理）

龚明：

走出县级新华书店特色路
自 2013 年加入山西新华书店以

来，我在不同的岗位上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特别是在营销策划领域，我见
证了也正经历着公司从传统销售模式
向数字化电商转型的历程。

山西新华书店电商业务虽然起步
较晚，但我们充满信心。过去一年，
我们积极向外省的兄弟公司借鉴经
验，成功在多个公域平台开设官方账
号。2020年初，我们构建了私域小程
序电商平台“新华云书”。经过3年的
稳定发展，“新华云书”已成为我们与
用户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此，我要特
别感谢领导的认可，给予了我宝贵的
成长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展望2025年，我为自己设定了以
下目标，以助力山西新华书店电商业
务持续稳步前行：通过数据分析与市
场调研，更准确地把握用户需求，
制定更加精准的营销策略，提升用
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将在全省范围内
推广“新华云书”小程序，以用户为
中心，全面升级优化界面设计、功能

设置及订单处理流程，确保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感受到我
们的用心与专业。积极探索新的业务
模 式与合作机
会，拓宽图书
销售渠道，为
公 司 创 造 更 多
销售增量。

步入2025年，
我将持续强化团
队建设，着力提
升部门员工的电子
商务业务技 能 及 沟
通 协 作 销 售 能 力 。
面 对 日 益 激 烈 的市场
竞争环境，我们坚守创新
精神，不断探索全新的商
业模式与营销策略。在领导层
的睿智引领与全体队员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有信心共同开创辉煌的
业绩。

（作者系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图书
大厦电商部主管）

田甜：

助力电商业务持续稳步前行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回首2024这
一年的图书直播带货，无论是工作还是
个人成长，都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

从开播前的准备、选品、做计划，
到直播中和运营的节奏配合，再到下播
后每一场精细复盘以及售后、社群运营，
每一场直播活动都需要很久的策划和团
队共同的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直播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心态。直播每一次的输出其实
都是在把自己的储备、能量往外掏，给到

听 众 ，这 既 费 脑
力，又费体力，更考
验人的心力。每一
场直播都要直面数
据的考验，同时也
会非常快地接收到
外界的评价，进而不
断调整，所以在心态

方面的建设特别重要。
我们每次在直播间

讲，“希望有更多人因为
阅读受益，因为阅读走向

正向生活。”它不只是喊口
号，作为阅读推广人，我也同

时是阅读的受益者。
在接触这份工作之前，我一年的

阅读量不到10本，但2024年我完整精
读了100+本书。初期是工作之需，后
来体会到阅读的乐趣以及看到自己因为
阅读，认知力、思考力、表达力都有质
的提升后，慢慢走上正向循环。

展望 2025 年，我们希望坚持做阅
读推广的同时，也拓展一些新板块，致
力于做传播优质内容的文化直播间，在
直播主题和形式上增加新的内容。譬
如，策划主题直播“名家对谈”系列，
邀请更多作者到直播间分享阅读心得。
另外，我们继续策划“非遗文化专
场”，让更多大众走近非遗，增进大众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除了推荐好
书之外，我们也会增加户外直播，开启

“云逛书展”活动等，更多地拉近读者
和出版的距离。我们希望做有温度、有
文化的直播间，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生
活，真正让阅读和生活联系起来。

在个人成长方面，比起“带货主播”
“销售”，我对自己的定位会更侧重于“阅
读推广”“知识分享”“文化传播”，所以希
望自己能够更加踏实地积累、沉淀，坚持
每天阅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内
容准备上，读书、见人、行路。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融媒
体部图书主播）

吴嘉欣：

做有温度、有文化的直播间

2024 年有许多值得开心的时刻。
《阿娜河畔》 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2023 年度“中国好书”等，还和前
些年出版的 《与父亲书》 双双获得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喜讯不断，也是对我的工作
的一种肯定。

除此之外，2024 年的新书 《白
露春分》 出版当月迎来加印；网络
文学作品 《浮粱店湘水流沙》 上市
后连连收获读者好评；“未来文学
家”系列两本新书 《胎记》 和 《人
间 盐 粒》 出 版 后 登 上 当 当 销 售 榜
单，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了年轻
作 家 苏 南 和 王 爱 ； 儿 童 文 学 作 品

《我的名字叫啊吨》 出版后登上各大
文学榜单，进校园的过程中收获了
孩子们满满的热情；“百年文学中的
北京”书系顺利出版，其中 《小说
中的北京 新北京人》 亮相 2024 北
京文化论坛，为这一国家级文化盛
事增添了一抹书香……这些时刻都
提振了我的信心。

2025年，我手上的新书有《万川
归》《安玛》《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

者》《单身母亲日记》《金子、绿豆与
玻璃珠》《鱼尾纹》等等，这些作品历
经多年，作家数易其稿，融入了他们
多年的心血和最真切的情感。看见
一 个 个 我 喜 爱 的 作 家 、 欣 赏 的作
品，我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
让作家、作品被更多读者看见，希望
这些作品能够抚慰人心，也希望这些
作品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成绩。

2025 年，我
将继续关注有
潜 力 、 有 可 能
性的青年作家，
发 现 他 们 的 特
色，帮助他们明
确文学创作的方
向。同时，整合优
秀 青年作家资源，
争取形成属于“十
月”文学品牌的青年
作家阵营，丰富“未来
文学家”书系，为中国文
学的未来积蓄新鲜血液，输
送年轻力量。

（作者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一编辑室主任）

李婧婧：

和青年作家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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