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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

春风翻动书页，新知浸染书香。在
第30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河南
省内各企事业单位、大中专学校、书店
及图书馆、阅读推广团体等，陆续开展
2025年书香河南全民阅读系列赛事活动
的宣讲。作为“新时代 新征程 新风
貌”2025年十大群众文化活动之一，这
项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
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云书网事业部百姓文化云平台运营部
主任程伊祺就是此次活动策划推广团队
的成员之一。

为建设数字资源平台马不停蹄

作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重要组成
部分，河南新华长期深耕文化领域，
在全省范围内拥有非常健全的发行网
络渠道。

“90 后”程伊祺已经在新华书店奋
斗了10年，主要负责书香河南公共文化
平台以及百姓文化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的运营。

2023年，程伊祺和团队伙伴们接到
一项重要任务，即按照上级要求，要在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百姓文化云”、文化
电商平台“云书网”建设的基础上，适
应网络时代阅读特征，筹备上线河南省
数字阅读平台——书香河南公共文化平
台。要求建成一个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
盖、为全省人民群众免费提供优质数字
阅读资源的线上平台，让数字科技赋能
的新场景、新体验成为书香河南建设的
新潮流。

“肩负着这样一项重要工作，既感
到 使 命 崇 高 ， 又 觉 得 时 间 紧 、 责 任
重。”程伊祺说。程伊祺和团队充分借
鉴 国 内 知 名 阅 读 线 上 平 台 的 先 进 做
法，积极与各数字阅读资源商以及各
级相关部门协调对接，带领团队整合
优质的数字阅读资源。“我们按照‘操
作简单适用、符合大众需求、彰显公
益属性’的建设要求，从前期资源整
合到筹备调试，再到正式上线，在注
重内合外联的同时积极探索技术赋能
新方式……这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

种成长。”在程伊祺的印象中，“那是
一段马不停蹄、昼夜不分的日子，很
辛苦，但很充实。”

不到一年时间，书香河南公共文化
平台搭建了1个省级平台、18个市级平
台、111 个县/区级平台，覆盖小程序、
APP、H5、PC 等全端口移动端书香矩
阵，内容囊括电子书、有声书资源超10
万册，用户可在线免费阅读、收听。“通
过这个平台，实现了‘人人皆读书、处
处可读书、时时能读书’的场景。阅读
氛围越来越浓厚，我真的特别开心，团
队的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说完这句话，
程伊祺眼睛里泪光闪闪。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秋、国庆
双节期间，“橙黄橘绿时”迎双节创意主
题书展暨书香河南公共文化平台推广活
动在全省各地开启，活动囊括平台体
验、图书展销、名家分享、新书发布、
非遗体验等多种既接地气又聚人气、有
意义的活动，让读者一站式体验“沉浸
式”阅读盛会，在线上线下引发大量
关注和讨论，微博等全网阅读量超过
3000 万，并吸引央视 《朝闻天下》 进
行报道。

见证更多读者参与深度阅读

在河南省近年开展的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中，程伊祺的身影总能出现。

在工作中，她结合新华书店线下门
店 和 线 上 渠 道 优 势 ， 深 入 探 索 “ 阅
读+”服务模式，利用多样化的阅读体
验形式，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阅读活
动。程伊祺组织过数万场阅读推广活
动，深知阅读的重要价值。“让没有读书
习惯的人慢慢爱上阅读，让有读书习惯
的人有更多好书读，这是我一直以来的
愿望。”程伊祺说。从 2021 年起，程伊
祺作为发起人，统筹河南省各级新华书
店组建运营了数百个书香河南共读社
群，重点组织爱读书的成年人、青少
年开展阅读服务，通过形式多样的共
读、精读、跟读、伴读、领读活动，
激发阅读爱好者的内驱力。从刚开始
的三五十人，到现在的累计突破10万
人，程伊祺见证的不仅是数字的变化，
更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到深度阅读中
来的喜人变化。

一年12个月，一月一个主题，每个

主题对应一本好书。4 年间，程伊祺和
团队一起组织广大读者深度阅读了《二
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唐诗三百首》

《城市和孩子》《中国传统节日》 等图
书。2024年2月，他们邀请河南籍茅盾
文学奖得主乔叶作为领读人，组织开展

“书香河南·每月共读一本书”《宝水》全
省领读活动。同时邀请全国12位百万粉
丝读书博主、知名主持人、作家名人作
为阅读推广人共同接力宣传，在线上线
下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各平台话题讨
论浏览量突破 300 万，在全省范围内掀
起了一个又一个读书热潮。参与活动的
读者纷纷表示，通过这种新颖的形式，
仿佛和作家在面对面交流，不仅收获了
知识，同时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播撒下阅读的种子

乘着春风，伴着书香，一年一度的
书香河南全民阅读系列赛事在3月拉开
了帷幕。这项大型综合性群众阅读活动
包括书香少年、阅读之星、书香家庭、
新时代阅读推广人、书香光影、我的枕
边书。“我们一同策划发起了这六大赛
事，覆盖不同年龄、职业和群体。我相
信，这些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终
将会汇聚成阵阵书香，弥漫在河南大
地，滋润着每一位河南人的心田。”程伊
祺介绍起来神采奕奕。

记者了解到，在“新时代 新征
程 新风貌”2024 年十大群众文化活
动——书香河南全民阅读系列赛事活
动中，程伊祺带领团队策划的 《河南
最美读书人十二时辰》《书香河南荐百
书》 视频作品被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
优秀作品，程伊祺所在的河南省新华
书 店 发 行 集 团 被 授 予 “ 特 别 表 扬 单
位”荣誉称号。

在程伊祺看来，书香河南全民阅读
系列赛事活动的开展正如一台播种机，
播撒下阅读的种子。让阅读活动更加有
深度、有特色、有趣味是程伊祺和团队
的追求。“作为书香河南建设的主渠道、
主阵地、主力军，我希望能以更富朝气
活力的精神状态与更加青春时尚的形象
气质创造全民阅读工作的崭新面貌。”程
伊祺表示。

河南新华云书网事业部百姓文化云平台运营部主任程伊祺：

把优质图书资源带给读者，累并充实着
□本报记者 吴明娟

近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微信官
方视频号的一场直播活动中，社长赵海
现身直播间，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大
提琴副教授王崇武进行对谈，双方对谈
的重点就是王崇武所著图书《阿尔弗雷
多·皮亚蒂 12 首大提琴随想曲作品 25
号》，在这次直播前，出版社还通过精
心制作的视频为直播预热，该书第一次
印刷一周内便售罄。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采访时，赵海认为，作为音乐专业出
版社，需要按照“出思想、出人才、出
作品”的理念，依托新媒体讲好音乐故
事，传播好音乐知识，并通过出版社的
平台来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形式赋能——出思想

央音社出版物的特点是，几乎每一
本书的背后，都会有一场活动、一场音
乐会或是一场音乐讲座。因此，赵海希
望通过视频讲解或者直播的方式，把专
业图书中涉及的艺术知识或是更深层次
的音乐表达用更生动的形式进行传播。
央音社目前正通过探索与新媒体结合的
形式让优质的音乐图书、教材直达音乐
学子。

提起对 《阿尔弗雷多·皮亚蒂 12 首
大提琴随想曲作品25号》 的直播宣传，
赵海向记者透露：“那天我其实在外地出
差，但提前赶了回来，就是希望能在直
播间表达出版社的一种态度。我们特别
感谢像王崇武老师这样的年轻作者，能
够在央音社的直播间传播音乐知识，能
够让更多的听众、音乐学子以及音乐爱
好者看到更好的作品和演奏形式。”

直播前发布的预热视频有 3 分多
钟，视频中既有老师，也有学生；既有
演奏，也有讲解；既有艺术观念交流，
也有教学观念的探讨。作为大提琴练习
的经典作品之一，皮亚蒂随想曲以丰富
的音乐性与极富技巧挑战性而闻名，王
崇武在预告视频和直播中结合自身多年
学习、教学与演奏的经验，剖析作品的
艺术价值、练习要点及演奏技法，并分
享该书编撰背后的匠心故事，为该书赋
予了更多内涵。

赵海认为，作为专业的音乐出版

社，央音社应该通过各种传播形式的赋
能，为广大音乐学子和音乐爱好者呈现
出更生动的内容，探索更佳的图书推广
形式。他还告诉记者，央音社重视新媒
体传播，重点招聘新媒体营销岗人才。
除此以外，央音社还招聘了一些有互联
网工作经验的人才。“我们招聘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引入人才，开拓出新的营销
思路。”赵海希望央音社可以做到“破
圈”，将互联网领域已经成熟的发行、营
销或者新媒体传播的方式，融入音乐出
版行业，从而跳出传统的图书营销桎
梏，探索未来图书营销新模式。

搭建平台——出人才

“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央音社需要
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好的音乐或是乐器
演奏教材出现在音乐学子和音乐爱好者
的面前。”赵海说。

记者了解到，王崇武在大提琴领域
创作了很多作品，特别是在技术训练、
提升演奏水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赵海
告诉记者：“王崇武老师的可贵之处在
于，他除了愿意做音乐教材的编写者，
还愿意做音乐知识的推广者，向观众介
绍自身对于乐曲演奏方面的探索。因
此，出版社特别愿意搭建平台，鼓励青
年音乐家除了授课以外，还能在音乐知
识的推广上发力，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青
年音乐家，同时也让青年音乐家更多地
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

“中国室内歌剧创作推动计划”是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于 2013 年启动的
一项创作实践活动，秉持着“促进中国
歌剧事业发展，使年轻作曲家获得实践
机会”的宗旨，每年面向中央音乐学院
作曲系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征集室内歌
剧作品。赵海告诉记者，央音社新媒体
中心在去年专门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联合推出了“中国室内歌剧创作推动计
划”的直播。“央音社致力于发掘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歌剧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更
注重探索性，但出版社就是希望能有更
多的人去了解音乐学院的学生，了解他
们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正进行着怎样的
思考与探索。这也是出版社践行‘出人
才’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赵海说道。

注重调研——出作品

在过去的一年里，赵海带领央音社
对60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央
音社作为依托大学的出版社，很重要的一
部分工作就是为教育服务，尤其是为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赵海希
望通过调研，了解各地高校对于音乐教育
教材的实际需求，从而更好地为高等音乐
教育事业服务。来自高校的老师和领导
们的积极响应，也增强了赵海带领央音社
推出优质音乐教材的信心。

去年12月，央音社基于对60余所高
校的调研，举办了第一届新时代高校音
乐教育教材研讨会，近90所高校参与其
中，共同探索音乐教育教材在新时代的
发展路径。赵海分别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地方、民族视域下的视唱练耳在教
学中的实践”“音乐产业发展趋势与产学
研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地方、民族特色
声乐教材座谈研讨”3 项主题研讨交流
活动，探讨了如何在高校音乐教育与社
会需要之间实现接轨、如何将中国传统
文化和民族民间音乐纳入高校音乐教育
体系等话题。

同时，赵海希望用中央音乐学院优
秀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方面的专家和
资源，更好地助力地方音乐教育事业发
展。赵海告诉记者，今年央音社将着力
于教材建设，尤其是在高校的音乐教育
教材建设中，争取作出更大的贡献。同
时他表示，央音社将以教材为抓手，继
续发挥学术出版优势，狠抓新媒体运
营，通过一本本书籍让中外音乐点亮读
者生活。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赵海：

身体力行推动专业音乐书籍“破圈”
□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10年间，天天出版社有5本图书入选原创图
画书年度荣誉作品，这5部作品均由罗曦婷担任
编辑。

线下书展上，程伊祺（右二）向小读者介绍活动内容。 河南省新华书店 供图

中央音乐
学 院 出 版 社
《阿尔弗雷多·
皮亚蒂 12 首
大提琴随想曲
作品25号》直
播 中 ，赵 海
（右）与该书作
者王崇武（左）
展开对谈。

网络截图

在前不久结束的原创图画书2024 年度荣誉
作品发布会暨原创图画书10年发展研讨会上，天
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在分享中提到，10年间，
天天出版社有5本图书入选原创图画书年度荣誉
作品，这5本获奖图书的责编都是同一个人——
天天出版社低幼读物编辑中心主任罗曦婷。

到底有着怎样的能耐，才能让众多精品都出
自这位编辑之手？带着这样的好奇，《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罗曦婷。

采访从获得原创图画书2024 年度荣誉作品
的《不能没有》聊起。在研讨环节，众多出版社表
达了羡慕之情——能约到绘本界泰斗级人物蔡皋
的作品，题材还和之前完全不同，实在是了不起！

这次让出版界羡慕的合作是如何达成的？罗
曦婷说，这要感谢张昀韬总编的独到眼光和信
任。张昀韬和罗曦婷到蔡皋长沙的家里拜访，从
她的旧画作中挖掘出一组画，那源于她和小孙子
的一次对话，那组画童真又充满生活气息，而且和
蔡皋此前被大众熟知的传统文化创作主题有着明
显的不同。“蔡皋老师被艺术滋养了一生，我们相
信她身上还有很多可挖掘的故事。我们在做这本
书之前，就抱着出新、开放的想法，就是带着挖掘
作者更多元、更多可能性的目标去拜访蔡皋老师
的。”罗曦婷回忆，正是因为怀着这个目标，所以她
们在看到这组画作时如获至宝，决定推出《不能没
有》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和蔡皋以及
蔡皋同为画家的女儿翱子、设计师儿子睿子进行
了多次沟通，反复确定细节。一开始这本书的开
本没有定得很大，反复测试后发现，还是大开本能
更好地呈现蔡皋绘画的艺术感染力，于是选择用
大开本进行呈现。

罗曦婷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很感谢出版社领导
给予她的机会与广阔空间。她是美术科班出身，
最开始到天天出版社时做的是美编工作，后来随
着社里业务和发展方向的调整，以及领导的远见
和支持，罗曦婷有机会开始尝试做图画书选题，于
是一边做美编，一边做图画书编辑，因为一开始做
编辑是“兼职”，宽容的环境让她有更多空间可以
探索，“做一本是一本”。

在这样放松的环境下，罗曦婷也在大胆尝试
突破边界。《辫子》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突破之
作。作者黑眯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罗曦婷在一次
活动中发现黑眯这组插画画得非常好，故事内容
也很特别，在出版社的支持下，就请作者改编成了

《辫子》这本书，没想到这本书不仅获得了原创图
画书2015年度排行榜等行业奖项的认可，还赢得
了2015年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
样的世界级奖项。

图画书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孩子织就多彩
世界，图画书编辑的想象能力同样重要。入选原
创图画书 2021 年度排行榜的图画书《迷路的小
孩》，故事改编自金波的童诗，绘者郁蓉将故事与
汉字创意结合起来，把“迷”字拆成了滑板车，根据
这个创意，罗曦婷在版面设计方面也贡献了不少
想法，用解构的方法穿插一些汉字的创意表达，比
如全用“人”字堆成对“人山人海”的表达，把“等”
字按笔画拆开，形象地体现等待的漫长。

在罗曦婷看来，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他们还
不识字，更谈不上艺术修养和风格喜好，画面叙事
让孩子能看得懂非常重要。她担任责编的另一本
书《小雨后》画面简单温馨，很受小朋友喜欢，卖得
很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画面表达与文字内容的
结合很容易让孩子理解。

在原创图画书年度荣誉作品10年百部精品
展上，记者和罗曦婷拿着她编辑的5本获奖作品
边看边聊，这5本书不管是图画风格还是图书呈
现风格都很不相同。“我做书跟别的编辑不太一样
的是，我不去指导作者的风格和个人表达，风格是
作者自然形成的，根本无法去约束。我和作者讨
论更多的是故事本身的结构和表达方式，这是一
本书的骨架。”罗曦婷认为，图画书编辑不该过分
执着于自己的审美要求，因此她在确定作者有能
力进行图画表达的情况下，会放手让作者去发
挥。罗曦婷举例，《嘿，有一个洞》这本书在前期其
实做了很多版本稿子，但她不会坚持一定要让绘
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而是在充分沟通、讨论
的前提下，让作者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情绪和想
法，尽量不因为赶进度而去催促，最终，绘者王笑
笑在确定思路后很快创作完成了作品。耐心等待
的罗曦婷，终于如守护种子的园丁一般，收获了令
人惊喜的丰硕的果实。

天天出版社低幼读物编辑
中心主任罗曦婷：

我给作者自由创作空间
作者回馈给我惊喜
□本报记者 隋明照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