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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张亦偶
来说，2024 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为了聚焦
出版方向，陕人教社组建了大众图书出版工作
室，张亦偶加入了这个 4 人小团队。她说：

“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教育社，从联系新媒体
达人带货到文创的设计销售，每一次都是‘从
无到有’的尝试。”

2024 年，张亦偶参加了多个重要的行业
展会，包括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博会等。
在这些展会上，张亦偶组织了多场形式多样的
宣传分享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图书展销的
平台，更是观察出版及营销趋势的窗口。”

平台引流锁定目标读者

作为一名策划编辑，张亦偶从审稿阶段
起，就开始思考如何有效营销，吸引更多读
者为这本书买单。“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购买
非刚需图书的人确实在逐步减少。因此，了
解潜在读者的喜好和需求至关重要。”张亦偶
感叹道。

2024 年，张亦偶紧跟流行趋势，关注大
众热点，并与文创爱好者深入交流，以获取
宝贵的 C 端情报。为了更好地触达目标群
体，她在小红书平台上创建了账号“亦读山
川”，专注于发布图书营销相关内容。“这一
举措让我能够借助平台数据，精准洞察读者
的偏好。”

张亦偶记得，有一次自己分享了一张刚
制作好的帆布包图片，结果后台反响热烈，
消息提示不断。众多留言和私信都在询问购
买渠道。“我敏锐地抓住这次流量机会，将潜
在客户引流至出版社公众号，成功锁定了这
批有价值的读者资源。”张亦偶略显兴奋地回
忆道。

还有一次，张亦偶在一个熊猫爱好者的
帖子下面留言，描述了《熊猫家园·四季》约
稿的不易以及作者对熊猫保护作出的贡献，
短时间内就收获了 500 个赞以及表示要买书
的留言。“ 《熊猫家园·四季》 也采用了征订
模式进行预售，推出了精准定位的特装刷边
版图书，在书口上生动再现了和谐美好的大
熊猫栖息地，给读者带来了更好的阅读体
验。”张亦偶感慨道，“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
会到，了解市场、精准定位是图书营销成功
的关键所在。”

让文创成为书籍的延伸

当下，出版单位立足主业的同时，纷纷
拓展多元化经营，文创是其中最为热门的领
域之一。2024 年，张亦偶以 《城南》 一书作
为文创实践案例，让相关文创产品成为书籍
的延伸。

《城南》 详尽描绘了西安的樊川、草堂
寺、兴教寺等沧桑胜迹，张亦偶被书中深邃
的内容深深打动，灵感突发，回想起上海世
博会“盖章护照”的盛况，决定制作一套特
色印章。她精心挑选书中具有故事性、话题
性和著名诗句的地标，以风景与诗句结合的
方式巧妙呈现；同时，邀请设计师创作了一
套别致的“城南”字绘。“令人欣喜的是，当
这些印章和字绘问世时，竟意外走红，让我
成功踏进了这股热潮。”张亦偶仍记得，2024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来陕人教社盖章的人群
排起长龙的盛况。

趁着印章热潮，张亦偶在自己的新媒体账
号中穿插科普印章地标知识和出版背后的故
事，吸引盖章读者深入了解书籍，“这一策略
逐渐奏效，不少读者因此转化为购书者。很
快，首印图书便告罄。”

基于之前的成功经验，张亦偶又陆续推出
了手写扇子、活版明信片、曲江流饮旋转氛围
灯等文创产品，继续为读者带来更多与 《城

南》相关的美好体验。

提供立体丰富的阅读体验

首款《城南》帆布包在市集上的热销，让
张亦偶深受鼓舞，于是她决定延续这一系列，
打造了四季款的帆布包。“每个季节，我都精
心设计与诗句相呼应的新包款，并赋予了它们
文艺的名字：春之红豆、夏之竹叶、秋之银
杏、冬之落雪。这些名字不仅吸引了众多读
者，甚至影响了其他友社的营销编辑，他们表
示在给自己产品命名时参考了我的方式，这让
我感到既惊喜又荣幸。最终，不少读者都成功
集齐了《城南》的四季款帆布包，成为我们忠
实的粉丝。”

在后续推广“终南山系列”图书时，张亦
偶再次采用了帆布包加印章的引流策略。这
次，她设计了一套宋画风格的终南山四季印
章，并采取了买书送套色印章的促销方式。结
果，仅一天之内，微店就卖出了100本单价90
元的书籍，引流效果显著。

对于《熊猫家园·四季》，张亦偶也精心策
划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包括冰箱贴、反转胶片
透卡、笔记本、流沙票根、立体折纸以及动物
公仔礼盒等。“这些文创产品不仅受到了读者
的欢迎，还为他们带来了美好而轻松的立体阅
读体验。”

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张亦偶也遇到
了一些容易“踩雷”的点。她给记者一一复
盘：“首先，选择制作工厂至关重要。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先打样看到实物后再
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与客服的沟通也需
细致入微，确保所有要求都能被准确理解并
执行。此外，文创产品的同质化问题不容忽
视。为了避免陷入同质化的竞争泥潭，需要
在调研阶段就投入大量精力，紧密围绕书籍
内容，寻找独特且符合书籍内容的文创载
体。通过挖掘内涵和讲故事来引发读者的情
感共鸣，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立体、丰富的
阅读体验。”

“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选题储备及
优质作者资源不足。”张亦偶表示，新的一
年，希望可以突破壁垒，明晰工作室的产
品线，聚焦一批优秀作者，同时在保证图
书质量的前提下，推出更多角度新、有思
想的好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张亦偶

每一次都是“从无到有”
□本报记者 李婧璇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营销中心主任王斌看来，拿王维《终南别业》里的这句诗
来形容过去一年出版业的发展十分恰切。他告诉《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2024年，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们继续强化问题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科学思维
和数据思维，打响‘主题图书发行’‘精准营销’‘纸电一
体化’三大攻坚战，图书销售继续创新高。”

不惧困难，打好攻坚战

“2024年是图书市场比较艰难的一年。”身为图书发
行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王斌感慨道：“供应端规模仍处在
高位，行业呈现渠道多元化、场景两极化、竞争白热化，
一些企业陷入规模与效益的两难境地。”

方法总比困难多。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王斌和他
的团队千方百计寻找突破口，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
成绩。

2024 年，社科社抓新书、重点书发行。“这项工作
是营销中心‘第一大攻坚战’，要抓实抓深，常抓不
懈。”锚定目标不放松，《“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

《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王斌
和他的团队主题图书销售工作亮点纷呈，“有耕耘就会有
收获。主题出版板块图书的销售，带动了全社马哲、时
政、国际关系类图书销售的整体上扬。”

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加持下，社科社人文社
科板块在 2024 年继续保持崛起势头，其中如 《（新编）
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销量均过万册。

此外，社科社长销书板块依然保持销售稳定的态势。
王斌举例说，《剑桥中国史》 老套装销量继续保持过万
套，“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等畅销品牌持续保持活跃，“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新装再版的《苏联兴亡史纲》和《财富第
五波》 均取得了 9000 册的销量，说明我社老书资源丰
富，仍可大力挖掘。”

“过去一年，我社图书销售头部品种数量有所增加，
结构进一步改善。”王斌表示，传统板块的复苏将进一步
拓展未来工作进步的空间，“我社头部品种将进一步聚焦
品牌图书和名人名作。”

开辟赛道，做出新增量

“过去一年里，线上竞争表现出了异常残酷的一面，
电商平台价格体系近乎崩塌。”王斌直言，虽然一些出版
社奋起反抗而联合抵制，但从效果和趋势来看，可能难以
达到预期。

“与此同时，当下的新媒体营销渐趋异化。”王斌
认为，这其中的“异化”，具体是指在图书品种上，新
媒体渠道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与传统图书市场的选
品差异越来越大。过去是平台卖什么，新媒体也卖什
么，分销商、达人间拼价格，而现在往往新媒体卖什
么，平台也卖什么，平台间拼价格。“新媒体渠道经过
几年的厮杀建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开始形成自己的
选品特色。”

“目前，短视频是图书流量之王，一些出版机构为此
成立了专门针对新媒体渠道的图书策划部。”王斌说，在
当前形势下，要推动社科社线上营销，“推动转型别无选
择。只有开辟新赛道，发掘新客户，做出新增量。”

在王斌看来，实现精准销售，最重要的是品种上的
精准。“除了老书新做，我们也在提升新书的二次‘精
准打击’能力。”王斌介绍说，社科社营销中心通过对
网络部工作职能的改造，同时借助开卷、中金数据系
统，初步建立起了新书上市的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动
销率超常或销售有异动的图书品种，就会立即响应，
积极与责编进行之后的市场策划，争取获得超预期的
销量。”

顺应时代潮流，2024 年，王斌带领团队重点抓了抖
音直播，销售比 2023 年翻了一番。对于新媒体营销，
王斌说：“建立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以及选对人，缺一
不可。”

过去一年，除抖音店外，王斌带领团队还开设了视
频小店、京东 POP 店，“加上之前的天猫店、淘宝店、
孔夫子店、B 站小店等，这样我们就算‘五脏俱全’
了，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布局分销体系，建设自有渠
道，开始有计划地将一些流量品种交给达人、主播带
货，也开始选择一些渠道商进行分销合作。”王斌说。

“新征程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
是一马平川。”王斌坦言，新的一年，自己和团队将迎着
曙光出发，越过群山，奔向旷野。“追风赶月莫停留，平
芜尽处是春山。”爱吟诗的他，在采访临近结束时，仍以
自己喜欢的一首诗作结，是安慰更是鼓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王斌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本报记者 李婧璇

还记得2021 年全球瞩目的云南野生亚洲
象北上南归吗？那趟旅程结束不久，一部大
象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开启了自己的旅程，一

“走”就是 3 年。2024 年 2 月，云南教育出版
社、新星出版社合作出版的 《大象》 图书与
读者见面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之间的和谐、文化
之间的和谐，都涵括在《大象》的主题之中。

“这些和谐可以归纳为中国传统智慧里的和而
不同。《大象》实际上是把中国故事讲成了全
球性的故事、讲成了全人类的故事。”该书责
任编辑刘玥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说。

在“减与不减”中找到共情

“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让我经历了太多
第一次。第一次参与主题出版重点项目，第一
次和一流作家交流，第一次联合出版，第一次
尝试出版融合，等等。”刘玥告诉记者，云南
教育社以教材教辅出版为主责主业，编辑承担
文学类选题的机会不多，重点项目就更少。由于
大象选题的地域特征，被幸运眷顾的刘玥压力
也不小。更何况此次合作的作家是杨志军。杨志
军的“藏獒”三部曲堪称动物题材的“国民级”作
品，2023年他以《雪山大地》折桂第十一届茅盾
文学奖。接到《大象》的创作邀请时，尽管对这个

“命题作文”并不熟悉，但是经过考虑，他答应
了，原因在《大象》出版后才揭晓。

“在几个来回的改稿和交流中，我发现杨
志军老师身上的诸多闪光点，比如他的直率、
坦诚、高效，还有他的严谨、认真、执着。”

刘玥收到《大象》完成稿时很是兴奋，书
稿不仅提前完成，看完书稿带来的极大震撼也
让她久久难以平静。但她还是有点担忧，那就
是55万字的篇幅，从市场接受度来看，对编
辑、对出版社都是考验。

“从社领导到编辑部的同事们，大家都在
讨论是否请作者作些删减，毕竟当下快节奏的
生活中能手捧如此厚重大书阅读的人不多
了。”刘玥告诉记者。

在与杨志军的深入交流中，刘玥也理解
了，杨志军想要写的不是一部情节紧凑、快速
推进的通俗小说，而是一部关于西双版纳、关
于热带雨林、关于大象、关于所有动植物的百
科全书式的大象史诗。

沟通的另一个焦点，是小说的悲剧结尾。
“在经过很多次讨论，也说了很多我的疑问以
后，杨志军老师也接受了意见，作了调整。”
刘玥举例说，修改稿中增加了比较细腻的情感
铺垫，作品也更有感染力，最后也不是所有人
和大象都失去生命。

拿到改定的稿件后，刘玥再次通读，缩减
字数的想法已没有那么强烈，更觉得唯有如此
体量才能承载这样内涵丰富的主题。

将“最好的样子”送到读者手里

为好书做嫁衣裳，是刘玥内化于心的坚
守，《大象》的出版过程，让从业10余年的她
有了更深的体悟。

“说到工匠精神，首先还是要说追求完
美、精益求精。”刘玥最切身的感受是《大象》
的编辑校对环节。不管是不是确定了“只修

改硬伤”的原则，合作方新星出版社的编辑
姜珊和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年轻编辑唐诗奇，
以及社里的校对人员，都尽可能把疑问点标
示出来。“杨志军老师会针对每个点一一作
回应，需要改的和不需要改的都清楚说明。”

而后就是对细节的打磨。以封面设计为
例，刘玥清楚地记得《大象》先后生成了十几
个封面，团队不断细化调整，选择既符合图书
定位又符合读者偏好的设计，经过反复沟通和
斟酌，最终选定了充满盎然生机的绿色版本。

“在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法，比如
提出做类似特装书的装帧设计。最后我们达成
一致，能够捧在手上好好阅读的小说，才是这
本书最好的样子。”

对工匠精神的另一重感悟，缘于杨志军
的另一件事。2024年2月底，《大象》新书首
发式在西双版纳举办，媒体对杨志军进行了专
访。“我们才知道，当初杨老师不着急安排采
风行程的原因，竟然是他在决定写作之前，独
自到西双版纳去了解、去感受。”刘玥也由此
解开了心中的谜底。

正如书中写道：“现在此刻，我们出发，
从西双版纳，从雨林勐养，去看看地平线那边
想象之外的远方，是不是也有大象爱恋的土
地，生长着一排排头戴羽冠的槟榔，和一棵棵
浓郁醉人的依兰香？”

刘玥认为，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
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但在充斥碎片化信息、
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静下心来阅读 《大
象》，就一定会发现她的美。

“为了这本书，2024年我一直不停地‘奔
跑’。2月在西双版纳举办新书发布会，4月在
北京举办出版座谈会，后来又在昆明、北京、
青岛、青海等地举办多场新书分享和签售活
动，获得专家和读者好评。7月，还邀请杨志
军老师赴委内瑞拉国际书展与外国读者深入交
流互动。也是在2024年，我们还开发了以大
象故事为内核的AIGC视频作品，目前正在策
划微短剧、有声剧、VR沉浸式展览等互联网
产品，大象主题文创产品也在陆续开发中。”
刘玥最后说道。

云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刘玥

把大象故事讲成全人类故事
□本报记者 雷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