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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
生活相关的工业产品始终占有重要的位
置，由此形成了民生设计的实践发展。
由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青年教师林晶
晶著述，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共和国100个经典民生设计》 就是一本
以民生设计述国史，以日用产品迭代变
迁见证家国繁荣发展历程的图书。该书
入选了 2024 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选题。近日，该书责任编辑刘九零向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分享了她对
于编辑出版的心得。

图书选题紧扣时代脉搏

在过去的 75 年中，设计领域见证了
共和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2024 年是新
中国成立75周年，对于美术出版社，尤
其是对于刘九零所在的以出版工艺、设计
类选题为重心的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设计
出版中心来说，策划一个彰显共和国 75
年发展历程的设计类选题十分重要。《共
和国 100 个经典民生设计》 的选题创意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行业趋势下诞
生的。

“该书策划人是我社原总编辑方立
松。该书的选题秉持紧扣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为中国设计领域发声的立场，
秉承将中国设计从幕后推向台前，让读者

充分领略到中国设计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
蕴以及独具魅力的美学特质的期望。”刘
九零介绍道。

“我们深入调研设计领域的历史背景
与现状，广泛收集相关资料，与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交流，最终确定了要呈现的100
个经典民生设计案例。这些案例不仅需要
具有代表性，而且要充分展现新中国工业
化道路的辉煌历程和民生改善的伟大成
就。”刘九零说。

反复打磨做精图书细节

翻阅 《共和国 100 个经典民生设计》
可以看到，这本书虽然有 500 多页的厚
度，但实际文字体量并不大，书中有许多
关于共和国民生设计的图片，看起来是一
本相对容易把握的书稿。然而刘九零坦
言，这本书的出版并不轻松。

在该书的选题框架搭建后，入选产品
的选择逻辑和标准成为出版方的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从75年来的众多设计中精
选100个产品案例绝非易事，刘九零告诉
记者：“为了表现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进
程和进步，表现设计产品对人民生活改
善、民生进步作出的贡献，我们在商定选
择标准时组织了数轮专家选题论证会。最
终经编委会专家讨论，确定了民生普惠
性、产业奠基性、价值时代性和档案可溯
性4个维度的入选标准。”

入选产品的选择逻辑和标准确定后，
产品溯源又成为出版方的一个困难点。刘
九零表示，由于相关资料专业领域较窄，
很多机构或企业始于民国时期，其改制、

合并等情况比较频繁，名称更迭较多，档
案并不完善，缺乏权威记录；如今记载这
些细分专业领域的文献信息较乱，且表述
并不严谨，要讲清楚一件民生设计产品生
产的来龙去脉，需要严谨的用词表述。
她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
在编校过程中，纠结用词表述或一再核
查确认某个时间信息的情况比较多，比
如关于上海金星金笔厂的改制时间，许多
资料记载为 1972 年，编辑人员通过多方
查证，根据改制后的上海电视一厂编写的

《闪光的金星》一书前言记叙，确认时间
为1978年。

《共和国 100 个经典民生设计》 还邀
请到了众多中外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
编委会指导，为这本书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提供了有力保障。“关于图书内容的表

述、图片来源的处理、版权信息的确认，
以及数次设计修改、打样琢磨，这个漫长
的过程虽然颇多波折，但得到了多方面的
支持。”刘九零说。

老照片引发读者集体回忆

解放牌汽车新车出厂图片、南京长江
大桥上自行车队行驶场景、东风内燃机车
亮相盛况……《共和国100个经典民生设
计》一书通过丰富的图片，营造出不同时
期民生设计产品背后的历史和岁月积淀，
同时也呈现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
照片，如三五牌台钟、小熊拍照铁皮玩
具、华生牌电风扇……这些老照片引发了
读者对旧时光阴的集体回忆。

为使读者对 100 个产品的时代背景、
特性和价值一目了然，该书在介绍每个民
生设计产品时，开篇设置了产品年代、提
问和关键词项，并在篇章页设置子目录，
书末附有100个民生设计产品的时间轴拉
页。刘九零表示，这些设置不仅丰富了图
书内容，而且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
读者能从丰富的素材中感受到产品所处的
时代气息。

多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装帧设计
奖的设计师周伟伟承担了《共和国100个
经典民生设计》的装帧设计。全书内页共
设计了7种用纸，以不同的色纸呼应民生
设计的发展历程，整体装帧充满怀旧气
息，又兼具新时期的风格转变。封面以酒
红色油彩布拼接棕米色古曼亚麻纹纸，搭
配罗莎彩麦棕色腰封，充满浓郁的怀旧气
息与复古韵味。

众多中外设计专家指导，选择标准反复论证，不放过一个细节，《共和国100个经典民生设计》——

将中国设计从幕后推向台前
□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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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 通讯员张萌）
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第六小学“护
苗·开学第一课”以“哪吒精神”为主题，
为同学们带来一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学
习之旅，带领同学们开启充满希望与挑战的
新学期。

此次“开学第一课”，由任课教师精心筹
备，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切入点，
启发学生思考在新学期学习和生活中要树立
新的目标。除对“哪吒精神”的深入剖析外，
教师还详细讲解了防溺水、交通安全、电气火
灾防范、食品安全、防校园暴力、防诈骗等安
全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自我保
护的基本技能，还将“扫黄打非”小知识、“绿
色阅读 文明上网”等理念融入课堂，引导学
生健康学习和成长。

“今天选择以‘哪吒精神’为主题作为
‘开学第一课’，是因为从叛逆的魔童到帅气
的英雄，哪吒的成长之路如同一面镜子，照
出了同学们的影子。希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
中，同学们像哪吒一样勇敢追梦，做一个有
责任心、阳光自信、善良感恩的孩子。”汝
南县第六小学教师朱琳琳说。

河南汝南“开学第一课”
小学生学哪吒共成长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老干部之家
杂志社近年来在加强内容建设、推动全媒体
发展、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出版产业链等方
面，探索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期刊发展之
路，实现了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2月18
日，老干部之家杂志社社长、中国期刊协会
老年期刊分会主任委员韩甜受邀走上第五十
八期刊协讲堂，分享了老干部之家杂志社的
办刊实践。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主持讲堂
活动。

《老干部之家》 杂志创刊于 1993 年。
2004 年，老干部之家杂志社建立了老干部
之家网，2014 年，网站改版升级，成为唯
一的全国老干部工作宣传网站。2014 年以
来，《老干部之家》陆续推出微信号、视频
号及文化养老平台“轻岭家”小程序、APP
等，共覆盖150余万老年人，并推出每周一
期《老干一周视点》微刊，聚焦老干部工作
热点难点问题。

韩甜在讲堂上说，在精心做好主题宣传
的基础上，杂志社积极组织讲好中国故事，
挖掘老同志艰苦奋斗的故事，厚植中国精神
根脉；挖掘老同志奉献社会的故事，加强示
范引领；挖掘积极健康老龄化的故事，引领
老年新生活。

杂志社还坚持开门办刊。韩甜介绍，杂
志社每月会举办读者座谈会，征求读者意
见，或通过线上读者调查问卷形式，由读者
票选期刊封面及重点选题；还建立了近300
名医院专家组成的作者库为读者提供健康科
普服务。

涉老期刊面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如
何承担媒体职责，服务更多读者？韩甜表
示，杂志社要坚持服务为先，创新发展。为
此，他们明确了以“两刊一网 N 端”为平
台，“会员制+文化生活服务”为发展路
径，围绕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健康、社交、价
值等需求，建组织、搭平台、搞活动、做服
务，以数字听读、社团活动、老年文旅、适
老服务等赢得了更多老年读者。

吴尚之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老干部之家
杂志社有三点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坚
持内容为王，贴近读者需求。紧密配合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精心策划，做好主题宣传；
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掘红色口述历史，多
维度建立“红色基因库”；坚持开门办刊，
密切联系读者。二是推动转型融合，坚持技
术驱动，做到刊网融合、纸刊与数字刊并
重、延伸出版产业链条，完成了由单一纸媒
向“两刊一网多端”融媒体平台的转型。三
是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建立
起一支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第五十八期刊协讲堂开讲

老干部之家杂志社社长
谈老年期刊如何适老

本报讯 （记者金鑫） 2025年“阅游闵
行”活动近日在上海市闵行区图书馆启动。

“阅游闵行”系列活动是闵行区重点打
造的文旅融合阅读品牌，由闵行区图书馆举
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年，共开展活动 26
期，线上线下参与总人次逾7.7万。

今年的“阅游闵行”第一期活动以“我
们的节日·元宵”为主题，特邀中国中福会
出版社资深编辑姜怡雯以《元宵节扎彩灯》
绘本为引，带领读者走进元宵节的历史长
河。活动中，小读者们不仅聆听了“东方朔
助宫女团圆”的传说，还通过彩灯制作体
验，亲手将竹篾、彩纸与创意结合，制作出
灵动的蛇年花灯。

据悉，今年闵行区图书馆将举办 10 期
“阅游闵行”活动，携手区域内热门商圈等
点位，围绕时下热点、历史人文和特色资源
等策划每期活动主题，进一步促进文旅商深
度融合。

2025年“阅游闵行”活动
在沪启动

本报讯 （记者祝小霖） 2026 中
国国际全印展筹备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
开，会议宣布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
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院、杜塞尔多夫展
览 （上海） 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6 中国
国际全印展将于2026年10月12日—16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作为中国乃至全球印刷行业颇具影
响力的大型国际印刷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之一，20 多年来，全印展在服务行
业、引导发展、促进交流、推进创新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世界印
刷业的东方之眼”。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刘晓凯表
示，2026全印展不仅是全球印刷业的一
次盛会，更是中国印刷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的重要契机。各主办方要坚守
办展初心，将全印展这一品牌发扬光大，
加快推动全印展沿着“专业化、市场化、
国际化”发展方向，向世界一流展会迈
进，全力打造一届党和政府认可、行业普
遍受益、国际印刷业广泛参与、社会舆论
良好，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品牌展会。

据悉，2026 全印展将举办分享前
沿技术、紧跟行业需求的活动，同时聚
焦数智赋能，设立特色展区，推动更多
印刷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在全印展上

“首发”，创新数字化、智慧化办展模
式，做好供需对接、贸易匹配、洽商签
约服务。

2026全印展将创新
数字化智慧化办展模式

36次获新闻大奖，她“计”从何来
（上接01版）

青海省乐都县（现为海东市乐都区）29
岁女教师罗南英患白血病到宁波求医，由
于钱不够想放弃。她正好看到《宁波晚报》
的“给孩子写封信”话题征文，便以遗嘱的
形式预留给 3 岁儿子 15 封绝笔信。信在

《宁波晚报》副刊发出后，一时间一座城被
牵动。

“这是一条可以走得很远的新闻。”杨
静雅在病房里待了一天，听罗南英的自述，
听丈夫口中的妻子，还电话采访了罗南英远
在青海的婆婆和同事。罗南英的形象丰满起
来：罗南英平时喜欢多做点菜，叫有困难的
学生一起吃；一个女生成绩不好想辍学，罗
南英前后家访了5趟；罗南英怀孕时，一个人
在地处深山的乡村小学住了10个月……

7000字的报道，让宁波这座城市的爱
心传递变得具象：罗南英收到的捐款中，有
很多是硬币，那是孩子们的爱心；青海省的
一位领导，捐了一个月工资；给罗南英捐款
的一位宁波老干部，还资助了104个孩子
上学……2300多名宁波市民在6天内为罗
南英捐款60万元，在宁波市民自发捐款史
上创造了效率和数额两个新纪录。

“我要通过新闻报道，让更多人看到一
个绝望的母亲对孩子、对家庭的不舍，让更
多人帮帮他们。”那时孩子只有两岁的杨静
雅也被宁波这座城市的爱心感动了，市民
们自发走进病房，“有的甚至把钱扔给罗南

英就走”。一时间，很多遇到困难的人都会
来找杨静雅，有人甚至从外地赶到宁波找

“捐款记者”。
“我深刻体会到记者的价值和新闻的

力量。”杨静雅说。
在报道罗南英故事后的第二年，杨静

雅又报道了宁波市工商局北仑分局干部张
义恩等人与上百名贵州贫困学生结对助学
的故事。在与同事以《77 名北仑人捐助了
125个贵州孩子》为题报道后，她又前后到
贵州采访了一个多月。报道发出后，爱心之
火在宁波越烧越旺，北仑区搞了一次结对
助学活动，90分钟内1000名贵州贫困学生
被“争抢一空”。报道引发的爱心潮引起了
宁波市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北仑区的“千人
助学”升级为宁波市的“万人助学”，实现了
从“一个人的爱心行动”到“整个北仑区的
爱心行动”，从“一个区的行动”再到“整个
宁波市的爱心行动”的助学“三部曲”。

2012年至2022年，杨静雅担任宁波市
政协委员，她将记者职业和政协委员身份
相结合，把在采访中发现的社会问题写成
提案，递交政府部门。在她的努力下，多个
涉及养老、孤儿生活保障等问题解决了。

“我要让身边的榜样影响
更多的人”

杨静雅写出的新闻总是有一种巨大的

力量。救助罗南英的 2300 多名宁波市
民，捧得“浙江骄傲——2005 年度最具
影响力人物”唯一的集体候选人奖杯；第
二年，宁波助学贵州贫困学子的1万名市
民又作为唯一的集体候选人当选“浙江
骄傲——2006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

在杨静雅看来，人物报道比一般通讯
更具有时代感、穿透力。新闻人就是要努
力挖掘他们身上的这种时代力量。比如在
对罗南英的报道中，她不断升华报道主
题，从“母爱传奇”升华到“宁波是一座
爱心城市”，再升华到“创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在对潘明杰的报道中，看似写
了“5600万元纠纷一天解决”“一场纠纷
上门22次”等几个故事，实际上则写出
了“多部门联动”“最多跑两次”等先进
经验。

“典型报道一般不能止于就事论事，
而要有意识地向社会意义过渡。由个案剖
析向普遍价值的提升很自然，符合逻辑，
也很有必要。”浙江万里学院副教授黄朝
钦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审读员，他以《老
潘的“三十六计”》举例说，杨静雅把调
解员潘明杰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小技巧上升
到“信仰和担当”的高度，同时也把一般
的民事纠纷调解上升到基层社会治理和维
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高度。“潘明杰心中有
信仰，‘计’的背后是担当。”

“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
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
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杨静雅牢牢地记
在心里，“总书记对先进模范的尊敬与关
爱，一次次为全社会作出示范，引领着社
会风尚。作为记者，我要让身边的榜样影
响更多的人。”

在浙江省记协秘书长傅亦军的印象
中，“读杨静雅的文章，总是能看到旁人
未及的高度、别人之未料的角度。在当下

‘同题作文’越来越多的媒体环境下，她
的深入思考、价值引领尤为可贵。”

杨静雅说：“我写了那么多年典型，
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而温暖的人，我要通
过新闻作品影响他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阳光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
社会，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
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这句话从她追踪报道了 10 年、后来
被评为“时代楷模”的钱海军口中得到

“回应”。这位个子不高、在冬季都要穿
短袖的男人讲了一段让人暖暖的话：“在
社会的洪流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小
的个体。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全力
以赴，还是力所能及，其实都是微不足道
的。但是，通过记者的报道被看见、被感
知，把这些聚集在一些，就有了更多前行
的意义。”

2月17日，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营区内书香四溢，一场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主题的阅读
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活动现场，武警官兵齐聚强军书屋，有的沉浸在经典文学作品中，有的则认真阅读军事理论书籍。在
活动的阅读分享环节，来自不同岗位的武警官兵纷纷走上讲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 刘坚/视觉中国

强军书屋
沁心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