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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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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凤凰
作者年会现场，首批“凤凰名
编辑工作室”授牌成立。汪意
云工作室是此次授牌的 5 个名
编辑工作室之一。汪意云从事
图书编辑工作 30 余年，策划社
科原创图书的能力突出，责编
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和
各级出版基金资助。她似乎自
带“数据魔力”，是专家学者的
首选编辑，一大批人文社科领
域领军人物是她的忠实作者。
汪意云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在

“数据力”的加持下，策划了系
列优质图书，培养了多位优秀
青年编辑，工作室在为期 3 年
的考核中获得优秀。

名编辑的数据魔力究竟为
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凤凰
出版传媒集团的首批名编辑，
包括汪意云，他们在实际的出
版工作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把握
数据的能力，这与他们在出版
行业浸淫多年不无关系，他们
已经摆脱了信息技术层面的数
据链的束缚，充当的是出版全
链 条 上 的 信 息 汇 总 与 分 发 节
点。由此可见，促进社科出版
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编辑工作
与新技术、新工具、新渠道相
结合，更追求在此结合的基础
上实现个人身份的突破，即成
为读者和作者信得过的“中间
人”，这样才能使编辑工作具有

“数据力”。
在以名编辑“数据力”为引

擎推动新编辑培养与形成社科出
版新质生产力方面，汪意云工作
室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是传承，打造新编辑
“数据力”，不断提高团队选题策
划能力与服务作者基本功。其
一，汪意云工作室的编辑，基本
做到了：每人每年精读一本出版
工作方面的专著，策划一本站在

学术前沿的图书，发表一篇书评
或者编辑手记，拜访一次主编或
者重要作者。日积月累，该工作
室推出的图书内容质量和文字质
量都有了质的提升。其二，通过
名编辑的“数据力”，让大数据
成为工作室年轻编辑选题策划的

“富矿”。工作室充分利用名编辑
的信息甄别能力，合理结合新技
术来优化选题策划、文稿审校等
出版流程，确保年轻编辑“数据
力”的形成以及优秀图书的持续
推出。例如，《道德情感现象
学》 一书，在策划时就敏锐把
握了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和相
关内容，在作者来稿中一眼发
现其价值，将其纳入“纯粹哲
学丛书”，最终该书得到了读者
一致好评，并获得“华东图书
奖”二等奖。此外，《马克思哲
学要义》 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提名奖，《中国式现代化
论纲》 入选 2023 年度“中国好
书”，等等。

其次是坚持，围绕名编辑
“数据力”，开发系列产品，锻炼
编辑队伍。一是围绕工作室社科
主题，多点开花。工作室引导年
轻编辑深挖古今中外哲学资源，
充分探讨文明的起源、哲学的未
来、对时间的思考、对善恶的持
续关注以及对真理的溯源与甄别
等问题，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丛书”等一系列优质图书
品牌。二是持续深耕，传递作者
资源，形成品牌效应。工作室借
助汪意云与知名学者之间的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让年轻成员趁
势介入，传承名编辑作者资源，
保证“数据力”的连续性。例
如，我国著名哲学家赵敦华教授
因与汪意云多年以来的良好合
作，近年将自己的多本重要著作
委托给该工作室出版，并最终推
出了《马克思哲学要义》、《中世

纪哲学长编》、“赵敦华著作集”
等优质图书。该工作室还鼓励团
队成员深入挖掘既有选题的价
值。例如，选择叶秀山、黄裕生
等知名学者的重磅著作，再版推
出，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
三是推动丛书走出去，提升国
际 影 响 力 ， 拓 宽 队 伍 学 术 视
野。汪意云工作室鼓励年轻编
辑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提升
了 工 作 室 众 多 图 书 的 品 牌 效
应。如 《哲学的希望》《西去
东来》 等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
入 选 “ 经 典 中 国 国 际 出 版 工
程”，《什么是中华传统美德》入
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将图
书版权输出到美国、英国、俄罗
斯、德国等国家。

最后是创新，汪意云工作室
创新应用名编辑“数据力”，立
足学术、借力技术，推动社科出
版转型升级，助力新编辑快速成
长。一是争取出版社层面的支
持，立足学术。汪意云工作室得
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将大
部分图书纳入社控选题，工作室
的新编辑可以心无旁骛，从编
辑、校对与服务作者起步，这有
利于年轻编辑立足学术，形成社
科出版“数据力”。二是在做好
常规出版的同时，积极引入营销
新技术，引导年轻编辑对图书进
行深加工、再加工，增强内容的
互动性和可读性，提升营销效
果。三是主动拥抱出版领域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提升团队“数据
力”。工作室高度重视新技术对
出版业尤其是社科图书出版的影
响，包括市场分析、内容生产与
筛选以及营销推广等等，推动新
技术的创新式应用，打造众多精
美高质图书，形成新一代名编辑
团队雏形。

（作者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

深挖名编辑“数据力”推动年轻编辑成长
——以汪意云工作室社科出版代际传承为例

□薛耀华

AI写作爆火的当下，一篇寒假作业犹如
一股清流，闯入人们视野，在全网引发了震
颤。当无数人沉迷于用AI生成华丽的辞藻、
夸张的比喻、机械的“观点”时，一位15岁的
女孩用最朴素、最真挚的笔触证明了，真正的
写作应该是月光穿过灵魂的缝隙，而不是代
码的聚合与重组。

“高效”“省力”——数字的洪流之中，AI
写作重塑着文字表达的生态，也让真实的情
感变得缥缈。学生使用DeepSeek生成“满分
作文”，自媒体批量生产着爆款短文。这些文
字结构工整、观点突出，甚至修辞绚烂、语言
优美。然而，固定的模板化文章也像真空包装
的预制菜，尝不出泥土的腥涩与柴火的焦香。

这场“作文热”也暴露出：我们越是享受
AI的便利，越是渴求真实的情感共振。AI写
作将文字生产推向工业化和标准化的极致，
却也让人们在文字堆砌中愈发饥渴。人们反
而在初三学生的作文本里，打捞那些未被技
术驯化的原始情感。

（3月30日 红网 郑星语）

AI时代，一篇初中生作文
为何让我们怦然心动？

打击论文代写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难
题，与非法收益相比，这一行当的风险还不够
大。除非一开始就打算骗人，以“买卖、代发论
文”之名行诈骗之实，案发之后比较容易定
性。否则，这种买卖是非常隐蔽的，出于投
鼠忌器，哪怕“货不对板”或者受骗上当，
论文买家往往也选择隐忍，打落牙齿往肚里
咽。即使买家不惜撕破脸皮和对方死磕，也
未必能从“三窟”中找到“狡兔”。从卖方
下手治理，提高论文代写成本——经济成
本、社会成本乃至法律成本，让其得不偿失，
不失为可行思路之一。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
表示，在这些方面，我国已经有了相应法规，
但现有法律框架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缺乏
具体立法措施，使得对学术不端的惩罚力度
有限。无论是用经济还是法律手段进行治理，
都要先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确保有法可依、
保障有力。

（3月28日 《广州日报》 练洪洋）

要让论文代写成
为“赔本生意”

两会报道是行业报融入国家发展叙
事、实现自身媒体价值的重要舞台。通
过两会这一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平台，
媒体可以精准传递中央精神、解读政策
导向，发挥好舆论引导功能。在两会新
闻报道的竞技场上，主流媒体高手如
云，新科技、新传播方式纷至沓来，行
业报难以比肩，竞争压力逐年增加；同
时，行业报因为自身定位原因，报道面
不宽是普遍短板，腾挪余地受限，选题
策划比之其他媒体尤为困难。如何突破
瓶颈，稳步提高行业报两会报道选题策
划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关键。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 在总结历年两会报道经验的
基础上，把议题设置放在重要位置，在
会前会中会后各个阶段不断策划和优化
两会报道选题，在动态中确保两会融合
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两会期间，报纸刊
发报道两会文章 65 篇，“高低音”视频
号发布视频12条，微信端报道了 《政府
工作报告：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履职路
上的“她力量”》 等新闻。根据初步统
计，本次报道的多篇作品被新华社、“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记协网、北京
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等重要媒体转发。

一、学习为先，确保议题高
站位

提高政治站位，是行业报做好两会报
道、丰富议题设置的首要前提。两会不仅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
体现，也是观察国家战略走向的重要窗
口。行业报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
出发，站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群众
的立场上审视行业，思考报道。

在制定方案时，报道组确定报道的
主线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对
此，报道组不仅组织了两次集中学习
会，还要求成员自学，力求在文化出
海、系统性变革、“两创”等话题上找准
切入点，当初的学习成果为后续报道的
深入与持续奠定了基础。

在议题设置上，要从国家层面的重
大部署中寻找行业切口，比如从“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中找文化力量的着力

点，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找出版融
合、数字转型、内容精品化的切入点，
从“加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探讨主
流出版阵地如何固本强基等。只有从大
局中看行业，才能跳出行业看行业，增
强报道的厚度，提升报道的格局，更好
体现行业报的政治性、战略性与专业性。

因此，要自觉将两会报道置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之下，把握文化自
信、以文化人、守正创新等重要内容，理解
其与出版、教育、科技、人才等行业发展的
内在联系。行业报要在大局中找坐标，强
化政治意识，把握政策脉动，做到思想上
对标对表，行动上及时跟进。

二、倾听心声，挖掘代表委
员“心里话”

两会是连接行业与国家战略的重要
桥梁。行业报不仅要报道 《政府工作报
告》 中涉及的内容，更要通过采访代表
委员，挖掘他们背后真实的行业诉求与
改革建议，从而将行业发展中的痛点、
难点、亮点汇集并传递出去。通过新闻
报道、深度专访、代表委员声音等多种
形式，行业报能有效提升自身在行业内
部的引导力和在社会层面的传播力。

两会正式开始前，议题设置最重要的
就是要联系代表委员，报道组提前就将过
去两年出现过和可能接受本次采访的代表
委员进行了细致梳理，最终确定 60 余
人。在春节前，将采访意向与代表委员们
沟通，并在春节期间发送信息，以加深后
续意向，确保后续报道的顺利进行。

三、抓住问题导向，吃透行
业难点热点

在制定报道方案中，报道组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议题设置能力，紧扣出版
传媒领域改革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痛
点，深入挖掘政策热点与行业关注焦
点，精准把握市场趋势与技术变革，科
学策划报道选题，提升新闻宣传的引导
力和影响力。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引导
话题、深入调研，增强报道的专业性、

前瞻性和建设性，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前瞻布局，聚焦政策热点
报道团队在两会前就精准研判了今

年可能成为焦点的政策议题，并在选
题策划中提前布局。例如，在文化消
费方面，策划了 《文化消费如何为提
振经济再添把“火”》。后来，文化和
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部长通道”上
专门谈了文化消费。因此，基于政策
趋势的选题策划，使报道始终紧跟行
业发展前沿。

2.洞察行业，紧扣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本次报道在文化产业相关选题上展

现了极强的行业敏感度。从出版市场秩
序到 IP 长红，从文化出海到新技术赋
能，每个选题都能精准对接行业需求。

《国产 IP 如何从爆火到长红》 深入剖析
了文化 IP 的长效发展策略，《代表委员
热议微短剧如何高质量发展》 紧扣微短
剧行业的难点，推动行业思考如何提升
内容质量。

3.直面行业痛点，问计代表委员
报道团队在策划选题时，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精准捕捉行业痛点，为产业
发展提供专业分析。例如，关于图书市
场，报道组策划撰写了 《价格战没有赢
家，理性定价才能促高质》，还有对赵剑
英委员、戴茵代表的专访报道，深度探
讨了图书的价格战问题，推动了关于合
理定价的讨论；而 《AI 时代，记者何
为？》 直面人工智能对传媒行业的冲击，
探讨记者职业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选题
的策划既契合行业需求、具备强烈的现
实意义，也使得本次两会报道能够真正
服务行业、回应关切。

四、有计划不唯计划，践行
“四力”出新意

在全国两会的报道过程中，提前准
备选题固然重要，但真正考验报道质量
和新闻敏感度的，是记者能否在现场迅
速捕捉热点和闪光点，确保重要议题不
缺席。两会期间，政策动向、代表委员
的发言、社会关注点都可能在短时间内
发生变化，新闻报道的价值就在于能否

第一时间捕捉这些“闪光时刻”，及时调
整报道方向，让新闻报道真正做到有深
度、有实效、有影响力。

为此两会报道中，团队在前期策划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场应变能力。例
如，《团组开放日处处有惊喜》《“拦
下”委员话阅读》 都是小组在两会期间
临时抓到的选题。从采写到成稿，报道
组都灵活应变、抓住闪光点，增强了报
道的生动性。

在会议过程中，我们时刻关注突发
新闻和热点人物。因此我们在既定报道
方案之外，额外采写了多篇高质量的采
访稿。例如，辛广伟委员关于文化经济
政策的专访，并未在最初的选题中，但
在沟通中，报道组发现他的观点具有重
要新闻价值，便临时调整选题方向，多
次与他沟通、审核，最终成稿。

再如，在会议期间，报道组捕捉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盟民进和教育
界委员时，郑家建委员向习近平总书记
汇报一事，并迅速成稿，得到广泛关
注。此外，针对AI时代对记者工作的影
响，我们与网红记者、《中国日报》记者
苑庆攀进行了深入探讨，挖掘出新媒体
环境下记者如何适应变化的选题。

这种对热点新闻的快速响应，使我
们的两会报道更加立体、全面，也让新
闻报道的价值真正得以体现。

践行“四力”是行业报在两会报道
中做好议题设置的基础与出彩的关键。
脚力要求记者深入基层、贴近行业一
线，提前调研、积累素材，发现那些行
业发展中的问题与需求，为两会选题提供
真实支撑。眼力则是要具备从国家战略和
行业趋势中发现选题切口的能力，善于从
宏观政策中捕捉微观行业动向，精准识别
哪些内容值得放大，哪些问题值得深挖。
脑力体现为策划能力和表达能力，如何把
有限的代表资源“用好用足”，通过代表
个人议案背后的共性问题，引出更大范围
的行业痛点；或者将大会通用话题“行业
化”，转换成专业受众能共鸣的表达路
径。笔力则要在内容呈现中体现深度、温
度和专业度，不止于会议现场的“搬运
工”，更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清政策内
涵，用有温度的故事讲好行业声音。

议题设置：行业报做活两会报道的关键
□张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