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编辑人员正经历深刻转型，转型不
仅要求编辑人员掌握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选题
策划能力，还需思维由守转攻，拥抱数字时
代，会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内容创作与传
播。”回顾 2024 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融
合出版与创新研发事业部副主任刘燕芳一直
走在由传统编辑向融合出版编辑转型的路
上，挑战之路虽然步步艰辛，充满挑战，却
满载硕果，成就斐然。

这一年，刘燕芳尝试从出版内容形态、商
业模式、工作方法等多方面探索出版的转型，
不断学习新知，创新工作方法，以适应数字化
时代的新要求。这一年她还学会了提升信息处
理能力，创新出版形态，从内容守护者变为知
识服务商，以开放心态引领行业变革，为读者
创造更多价值。在探索转型中，刘燕芳实现了
思想和角色的转变。

跨界融合 探索新品

2024 年，河南科技社以教育服务为出发
点，以融合发展转型升级为主线，围绕创新课
程研发，以优质内容为核心活化出版内容建
设，自主策划7门校本课程，5门获评河南省
级校本课程案例。

其中，《面塑棋遇记》《“豫”见旅行的
植物》《衍纸艺术开启健康生活之门》《太空
探索之去月球》《自然探索之趣玩植物》《奇
妙的数学折纸》 等精品课程的打造，创新双
师教学模式，为教师减负、学生增智，打造
特色化、系统化的精品课程，积极助力教育
领域课程体系的打造。围绕研学课程，策划
开发了一门 《追溯汉字起源 探寻甲骨奥
秘》河南省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课程内
容通过视频课程+资源包+平台服务的模式，
为中小学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产品形态，
课程皆已上线并服务于上万名学生使用。”刘
燕芳介绍。

在刘燕芳看来，创新课程的探索过程，实
现了一个编辑的跨界融合，由传统编辑向一个
产品经理角色的转变。“从课程方案撰写、内
容编写、审稿、课程录制、动手实操、摄像、
剪辑、配材、产品包装等全流程把控，实现课
程生产流程的精细化管理的探索。”

同时，河南科技社还注重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

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策划开发科学分
级读物、科学分级实验学具包、科学分级实验
视频课程等。

刘燕芳介绍，2024 年他们尝试探索依据
小学科学课程大纲设计，按学期分级设计学具
包，每个学具包包含实验器材、实验材料、课
程实验操作手册、视频资源示范等。“目前已
实现开发科学学具包基础版24个、提升版12
个产品的开发上线，同步开发的有劳动教育学
具包18个。”刘燕芳说，学具包旨在为学生提
供安全、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科学实践材料，
助力他们开启科学探索之旅，培养他们的科学
素养和实践能力。

刘燕芳认为，融合出版不仅仅是融入多媒
体元素，如互动视频、音频解读等，更多的是
站在用户学习角度，通过实践操作，激发读者
思考与创造力，让知识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全
面提升学习效果，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在她
看来，编辑面临技术整合、版权协调、内容创
新及用户接受度等多重挑战，“须确保多媒体
元素无缝融合，版权清晰无误，内容新颖吸
引，同时精准把握读者需求，以克服这些挑
战，实现资源包的优化与创新。”

创新并行 传统犹盛

在融合出版的探索之路上，创新如同强劲
的东风，为传统出版业务注入新活力，赋能其

转型升级。刘燕芳介绍，河南科技社通过数字
化技术的深度融合，使传统出版焕发新生，内
容更加多元，传播更加广泛，业务影响力与竞
争力显著提升。

例如，策划出版的《清华教授的思维训练
课：创造力培养》 一书，通过新技术 AR、
VR 技术赋能，从纸质图书平面看原理、VR
眼镜虚拟拼装体验，到实物模型现场体验，实
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图
书，让实践“触手可及”。“图书+数字+实物
模型，三位一体的互动形式，一下子让书中的
内容‘活’了起来。”刘燕芳说，围绕创新研
发课程，结合图书内容，目前正在开发“诗词
中的科学”“成语中的科学”等跨学科实践双
师课程。

同时，注重触达用户，探索新方式。为践
行“书香河南”，助力科学教育，2024年，河
南科技社邀请图书作者联合地市县宣传部、教
育局、新华书店等，走进科技馆、走进校园、
走进新华书店开展系列科普讲座。进校园单场
讲座超4000人，线上观看超10万人，同步带
动图书销售超千册。

在探索新的模式中，刘燕芳也注重挖掘新
的图书选题。例如，在课程开发中，围绕郑州
市启动百万学生科技馆研学活动，探索“馆校
结合”举措，打造中小学科学教育“第二课
堂”，策划编制科学课馆本教材、举办弘扬科
学家精神活动，为重点打造河南省“馆校结
合”科普育人工程品牌添砖加瓦。

“创新添彩，传统出版本色不失，和谐
共生。”刘燕芳介绍，这一年，在社会效益
方面，策划的图书 《清华教授的思维训练
课：创造力培养》 入选 2024 年“中国好书·
六一专榜”；策划的 《中小学生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知识 120 问》 一书入选 2024 年全
国优秀科普图书作品名单；策划的“中国
超级工程丛书”荣获河南省优秀科普作品
一等奖等。

刘燕芳表示，作为一线编辑的探索创新，
须持续保持跨界融合、拥抱新技术、积极探索
转型模式，推动出版界持续前行。须保持优良
的特质，持续保持好奇心，能够主动学习新事
物、新知识、新技能；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
不甘于平庸，设定高目标；在创新的道路上，
不骄傲，保持踏实本分，学会能延迟满足感；
对重要的事情保持判断力。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融合出版与创新研发事业部副主任刘燕芳

融合不失本色 探索重在创新
□本报记者 吴明娟

“2024年，是被尊重和被看见的一年，是坚持换来收
获、积累实现突破的一年，是技术冲击梦想，信念仍坚的
一年。”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化纪实
读物工作室首席编辑、编审周熠颇为感慨。她说自己是幸
运的，因为耕耘得到了收获、付出得到了回报。

被尊重被看见

“为他人作嫁衣”、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是编辑的职
责所在。默默耕耘在幕后，为作品“添砖加瓦”，编辑的
工作“隐秘而伟大”。不被看见，是编辑的常态。“2024
年，我竟然被请到台前，和作者一起感受一本好书带来的
荣光。”周熠说。

11月16日晚8点，“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
在广西南宁开启，广西卫视全程直播。在聚光灯下，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上台领奖，周熠作为获奖
图书《“海牛”号》的责任编辑，也被邀请参会，并在“致敬编
辑”的环节上台接受作者送上的象征荣誉的壮锦。

“第一次，我从幕后走到台前，享受出版带给我的荣
耀。这份喜悦，我将终生难忘。”周熠说，之所以难忘，
不是因为“出风头”，而是因为被尊重。她说，自己衷心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认可获奖作者的心血之作，也看到了每
一部优秀作品背后编辑的全情投入和辛勤付出。

2024年炙手可热的词汇，非AI莫属。在周熠看来，AI给
多个行业带来冲击，出版人也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魔力。

有一天 AI 是否会替代出版人，成为出版的重要力
量？“是的，它会成为出版的重要力量，但我相信，它永
远代替不了出版人。”周熠说，出版除了积累知识，还有
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传递情感。数据库再博大，也只是

“无情”的资源；AI无论多么高深，它触及的只是人类的
一部分情感。她坚信，出版人作为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一
环，难以被替代。

积累实现突破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编辑要做出一
本好书，也是如此。”自2007年成为一名出版人至今，周
熠一直在坚持做原创图书。她说，多年跟进、多次修改、
反复打磨，才能成就一部原创精品。

2024年，除了《“海牛”号》，令周熠记忆深刻的还
有《太行记忆：红旗渠精神口述史》和《大兴安岭深处》。

《太行记忆》是国内首部记录红旗渠修建过程及其精
神形成的口述史，从编写到出版历时7年，其中，走访、
编写历时5年。在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红
旗渠干部管理学院领导和老师走访红旗渠修渠劳模、整理
口述材料时，周熠就深度参与，告知采访要求和整理要
求，提出需要增加采访的相关人物。

之所以能给出一些指导性意见，一是因为周熠在
2013年编辑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一书，积累了口
述录图书出版的经验；二是在策划《太行记忆》时，她从
图书馆借阅了与红旗渠相关的所有图书，全面了解了红旗
渠相关的人和事。周熠还请作者寄来了《红旗渠志》，并
从中摘录相关内容，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便于读者更
好地理解书中的口述故事。在设计上，周熠也进行了创
新：全书采用分栏设计，注释在正文一侧，便于阅读且版
式美观；标题颜色用双色 （棕色），打破黑白单色的沉
闷；除了每一个口述人物的肖像照，还精选近80张老照
片，用文字与影像立体还原历史记忆；加入彩色插页，增
强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大
兴安岭深处》，由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和中国作家协会
社联部共同策划。2021年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
长纪红建两赴地处北疆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的内蒙古森
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奇乾中队。该书用鲜活而温暖的
人物故事，抒写了一首新时代青春之歌，用“90后”和

“00后”的视角，展现在“林海孤岛”为国守护95万公顷
唯一集中连片未开发原始林区的大爱，展现了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背后的隐形力量，是为时代新人培根铸魂之作。

周熠与纪红建的此次合作，得益于双方是相互信任、
多年合作的好朋友。2014 年底，周熠策划了 《乡村国
是》一书，“这是纪红建老师当时最想写的作品”。为此，
他不辞辛劳、不计得失，独自一人上路，走访了14个省
份的39个县 （区、市） 的202个村庄。2017年，该书出
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奖项，成
为见证中国脱贫攻坚历史的重要文献。

“四季更替，却又如一。希望自己一如既往热爱出
版，一如既往专注于做一本好书，为时代留痕，为岁月留
下记忆。”展望未来，周熠如是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化纪实读
物工作室首席编辑周熠

为时代留痕
为岁月传情

□本报记者 孙海悦

“做好优质图书出版，让好的图书有市场
潜力，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我想这是出版
人的心愿。随着2024年的缓缓落幕，我深感
这一年是充实和收获的一年。”2025年元旦过
后，吉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孙宇红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慨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孙宇红以精品图书出版
为己任，不断挖掘和传承中华语言文化的瑰宝，
带领吉林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在修辞学专著出
版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在《中国修辞学
史论》的策划与出版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匠心打造精品图书

2024 年初，孙宇红便立足吉林教育出版
社自身资源优势，开始着手规划新一年的出版
项目。她深知，一个有长足发展生命力的出版
社，必须有能够长足发展，能够出版持续多年
被市场需求的优质图书产品线。

“多年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代又一代编
辑以老带新，代代传承，在修辞选题方面，做
了各种点线面的开发，为我们汇聚起了国内顶
级修辞学大家，并开辟和巩固了一条扎实的修
辞产品线。”孙宇红告诉记者，吉林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中
国修辞史》（三卷本）、《中国辞格审美史》（五
卷本）等书籍曾获多项国家级重要出版奖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珠玉在前，吉林教
育出版社没停下攀登另一座修辞学出版高峰的
脚步。带着这个目标，孙宇红带领编辑团队一
路南下，再度拜访宗廷虎、陈光磊两位修辞学
界泰斗。作为资深选题策划人，孙宇红向二位
先生虚心求教，并谈了自己的选题思考。中国
有着两千多年漫长的修辞发展史，但迄今为
止，还鲜有专门梳理汉语“美辞发展史”的著
作问世，于是想约请两位先生从“史论角度”
对汉语修辞予以梳理，编写一部图书。

两位先生年事虽高，但谈起修辞学却滔滔
不绝。“他们是陈望道先生的弟子，多年深耕
修辞学领域，学养深厚，著作等身，年逾九十
的他们带着对选题的认可与对学术的热忱，欣

然应允了选题。在论及编书构想时，他们思维
敏捷，提出了许多精妙见解。如何让理论落
地？怎样以实例鲜活呈现？我们与作者在架构
上力图创新，在细节处反复雕琢。”孙宇红告
诉记者。

2024 年，在创作 《中国修辞学史论》 这
部书期间，孙宇红带领编辑团队和先生们多次
围坐研讨，思维碰撞。从史料的甄别筛选，到
理论框架的搭建；从不同朝代修辞特色的剖
析，到现代修辞学发展脉络的梳理，无一不反
复斟酌。

做好语言文化传承与发展

编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两位先生年
事已高，编写过程中几度身体不适，只得无奈
放缓了编写节奏，沟通只能转至线上。面对这
些困难，孙宇红与编辑团队没有退缩，而是积
极寻找解决方案，确保项目相关工作能够顺利
进行。

“作者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凭借对学
术的执着信念，以耄耋高龄，坚持写作。终
于在去年让这部凝聚心血的 《中国修辞学史

论》付梓。”孙宇红对记者说，先生们对学术
的执着和对出版的敬畏，令她无比感动，由
衷钦佩。

《中国修辞学史论》此前入选了国家“十
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对此，孙宇红对
记者说：“《中国修辞学史论》是吉林教育出
版社长期发展优质主题出版图书的又一成
果，它不仅填补了我国修辞史研究的空白，
更是推动了修辞学、语言学等学科深入发展
的史论性著作。它的出版将为后来者点亮求
知、探索之路，为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贡献重要力量。”

专注主题出版与时代同频共振

多年来，吉林教育出版社在主题出版领域
深耕细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主题出版不仅是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更
是出版社履行社会责任、展现文化担当的重要
体现。孙宇红带领团队在修辞学出版领域不断
探索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主题
出版物。

《中国修辞学史论》作为吉林教育出版社
在修辞学出版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将“十四
五”出版规划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将优质的
主题出版置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
与时代征程中，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
视域里，时刻聚焦社会变革，与时代同频共
振，弘扬主旋律，发出最强音。

“《中国修辞学史论》不仅展现了中华语
言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体现了出版社对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这本书系统
地发掘、梳理、总结我国这一国粹，将来如
能将输出至国外，必能使我国这一国粹在全
世界得到彰显，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孙宇红说，这些凝聚心血的著作不仅是
团队辛勤耕耘的结晶，更是中华语言文化璀
璨星河中的一颗颗耀眼的明珠。未来，她也
将继续秉承初心，砥砺前行，在主题出版的
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为文化传承与发
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吉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孙宇红

聚力优势，做强做优语言图书出版
□本报记者 张席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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