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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和东北全面
振兴图景，辽宁人民出版社日前出版的融
媒体图书 《大东北》 以一场跨界传播的
创新实践，实现了从纪录片到融媒体图
书的转变。这部作品全景展现了东北大
地的壮美山河、厚重历史和奋进征程，对
于重塑东北形象、讲好东北振兴故事具有
重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大东北》还走进高
校校园，化身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在青
年学子心中播撒了解东北、建设东北的种
子，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创新范本。

融媒助力
全景展现新时代东北振兴

“硬核又感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策划拍摄的 10 集大型
纪录片 《大东北》 于 2024 年 12 月底播
出，短短两个多月即在央视及地方频道
累计重播 7 次，好评刷爆了东北人的朋
友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辽宁省委宣传部迅速部署，辽宁出版集团
精心策划组织，将纪录片转化为同名融媒
体图书出版，通过创新传播形式，推动东
北振兴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辽宁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蔡文祥
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说，
融媒体图书《大东北》深度贯彻“跨界联
动”理念，系统梳理纪录片的精彩叙事，
将纪录片内容按图书逻辑结构重新设计编

排，并通过植入视频二维码的形式，完整
收录同名纪录片的全部影像资源，实现

“一书在手，尽览光影精华”的交互阅读
体验。此外，图书在视觉呈现上实现突
破：在收录纪录片精彩画面的基础上，辅
以向鞍钢集团、中国一重等重点企业征集
的“大国重器”实拍影像，以及彰显东北
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战略使命
生动实践的纪实图片，通过“历史纵深
感+现实冲击力”的双重维度，立体展现
东北全面振兴的壮阔历程，全景式铺陈出
这片热土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风貌与辉
煌成就。

为实现与纪录片的有机融合，图书还
增设“大家话东北”“亲历者说”栏目，栏目
下方附有二维码，读者可扫描收看纪录片
中的人物访谈和专家对东北的专业分析。
书中还增设边文，展现纪录片中提及的重
要文物、事件、企业实绩等详细资料，加深
读者对纪录片所涉内容的理解。

作为跨界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辽
宁出版集团在组织图书出版工作的同
时，还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专业团队，
为 《大东北》 创作演唱了融媒体传播主
题曲 《关山可越》。歌曲以激昂旋律与
深情歌词勾勒出东北人民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的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MV 视
听交融，定格大东北的壮美风光与发展
硕果。

辽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
平表示，《大东北》一书提供的可读、可
听、可视的立体阅读体验，能够让读者沉
浸式感受东北人民的豪爽豁达、东北大地
的厚重包容、东北文化的源远流长、东北

精神的坚韧不拔。这本融媒体图书将为全
国乃至世界打开一扇读懂东北、热爱东
北、共建东北的窗口，让新时代东北振兴
的故事传得更远。

走进高校
开启思政教育新课堂

为深入挖掘东北地域文化的时代价
值、以文化力量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5月8日至10日，辽宁出版集团联合省内
多所高校在辽沈大地火热开展“东北大思
政报告会”。

报告会邀请图书文学主笔、知名文化
学者白玮走进6所高校，将《大东北》的
文化魅力带入课堂。活动以主题报告、交
流互动等形式，将东北的历史文化、振兴
实践与新时代机遇转化为思政教育的生动
课堂，实现“校园场景+文化传播”。

摒弃“一刀切”的传统模式，报告会
紧扣各高校学科特色与育人定位，量身定
制六大主题，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视野、
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在辽宁大学，白玮以“百年未有之变
局下的东北力量”为题，剖析东北在国家
战略布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面对东
北大学师生，他以“大国重器：新技术革
命视野下的东北战略”为切口，阐释老工
业基地如何以科技创新破局。在沈阳师范
大学，他以“大东北闪耀着的精神光芒”
为题，聚焦东北抗联精神、劳模精神等红
色基因，激起青年人的精神共鸣。

大连高校群的主题更显“向海图强”
特色——大连理工大学的“从海洋文明重

构看大有可为的大东北”、大连海洋大学
的“大食物观下的海洋牧场”、大连艺术
学院的“大东北的文化张力”，无不将学
科优势与区域发展命题紧密结合，激发
学子“知东北、爱东北、建东北”的深
层认同。

“思政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让
青年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找到自己
的坐标。”白玮在报告会中强调。他通过
大量鲜活的史料、生动的人物故事和翔
实的产业发展数据，以厚重的历史积淀
与鲜活的时代命题交织，构建起沉浸式
的思政课堂。

东北大学学生韩冬感慨道：“身为一
名来自南方的大一学生，这次分享会让我
看到了大东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
要战略地位，东北的‘大国重器’支撑起
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辽宁大学学生
鞠国强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东北青
年，我会将个人成长与家乡发展同频共
振，努力贡献东北振兴征程中敢担当、能
作为的青春力量。”

据蔡文祥介绍，作为承载东北文化基
因与时代精神的融媒体图书，《大东北》
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构建立体化传播矩阵：
一方面携手全国头部销售平台与文化领域
博主，通过直播荐书、深度书评、主题对
谈等形式，让该书突破地域边界，成为解
码中国区域发展的文化名片；另一方面启
动“跨省高校巡讲计划”，将已形成的

“地域文化+思政教育”创新模式复制到
全国，让东北振兴奋斗的故事走进省外知
名高校，为谱写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新篇
章注入新活力。

从纪录片到融媒体图书，《大东北》“进课堂”实现传播新突破——

跨界联动奏响东北振兴强音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本报讯 （记者徐平）由深圳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的 《天地人和：林文傑书画
集》 新书发布会近日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
行。该书作者林文傑围绕书画艺术创作，与
现场读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点。

《天地人和：林文傑书画集》是香港书
画创作者林文傑的个人书画作品合辑，由深
圳出版社出版，是香港书画创作者与内地出
版单位赓续深港文脉的成果之一。书中第一
部分为业内名家对其作品的推荐和评价。第
二部分为林文傑作品赏析，紧扣“天地人
和”的主题，精选林文傑艺术生涯中创作的
代表性作品，如折光画《奔向光明》、水墨
画《九天银河》等。第三部分为作者的艺术
创作历程记录，以文字梳理作者艺术创作过
程中的重要节点和大事记，旨在让读者了解
其艺术创作之路与作品艺术风格。

《天地人和：林文傑书画集》

带读者领略艺术魅力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由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追星星的五千年·
冲破天穹》近日在上海发布。

《追星星的五千年·冲破天穹》一书由国
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指导。在内容呈现
上，它别出心裁地采用古今梦幻联动的方
式，通过现代小学生航小梦与元朝著名科学
家郭守敬的跨时空对话，将现代航天科技与
中国古代天文智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孩子
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学习到火箭发射系统、航
天运载技术等前沿航天知识，又能深入了解
古代天文在生活、政治、农学方面的应用。

《冲破天穹》

开启“追星”跨时空对话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争创数字化
转型标杆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
践》近日由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领衔撰
写，以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化转型的鲜活实践
为样本，翔实记录了一所中国高校如何通过
数字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系统梳理了教育数
字化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

该书首次公开武汉理工大学的创新探
索，从AI校长助理、学科大模型到“全程
线上评估”，全景展现“党建引领、数据驱
动、协同共享、提质增效”的大学系统性变
革。为回应全球教育数字化浪潮趋势，该书
涵盖教、学、研、管、评全链条变革，为破解转
型痛点提供系统性方案。既可作为高校管理
者的行动指南，也可充当技术专家与教师的

“灵感库”，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

《武汉理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展示高校数字化转型方案

本报讯 （记者杨雅莲） 长篇小说
《洞庭人家》作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与会嘉宾展开深度探讨。《洞庭人家》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以宋家三代人的命运
为轴，串联40年间洞庭湖区的产业转型、
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表示，作品以微观叙事撬动宏观历史，主
人公宋明泽从退伍军人到企业家的蜕变，
既是民营经济突围的缩影，更折射出“敢
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二
级巡视员陈奇亮认为，作品通过许玉珍、
宋明泽等劳动者群像，凝聚了开拓精神与
家国情怀的双重图谱。湖南省作协党组书

记胡革平认为，宋明泽是全书的灵魂人
物，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奋斗者，他的人生
轨迹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在洞庭湖区变
革的浪潮中彰显出湖区改革者的理想主
义色彩。

与会嘉宾称赞《洞庭人家》兼具史诗
格局与戏剧张力，以年代剧般的真实肌

理，还原改革历程中劳动者的汗水和心
跳。小说中三代人的创业史、女性视角的
情感叙事以及洞庭湖的视觉奇观，为影视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画面质感与时代共鸣。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
办公室、作家出版社、湖南省作协、湖南
省文联联合主办。

《洞庭人家》生动诠释山乡巨变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由延边教育出
版社主办的“行走的树·自然的心”——《第十
棵树》新书发布会近日在吉林长春举行。

《第十棵树》是一部深刻探讨人与自然关
系的作品。作者刘德远以长白山地区10棵具
有代表性的树木为叙述核心，透过个体观察
四季流转、万物生息，记录每一棵树的生命印
记，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结。他以质朴笔
触描绘树木背后的生活场景与人文记忆，不
仅折射出当地民风民俗，也展现了对生态环
境的关注和对生命状态的深层思索。

延边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金昌珍表
示，《第十棵树》的出版，不仅是一次内容
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实践，也展现了出版
社持续挖掘延边风土人情、讲述本土故事的
出版理念。该书力求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
自然的力量与生命的韧性。

《第十棵树》

探讨人与自然关系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由福建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菌草故事》近日在福
州首发。本次新书首发式于第二十届国际菌
草产业发展研讨会期间举办。

该书由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
院士、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口述，其女林冬梅与
作家晓月共同记录整理。全书以林占熺的科
研历程为主线，生动讲述了菌草技术从无到
有的诞生历程，以及40余年来在全球范围
内的传播、创新、发展。该书不仅系统阐释
了菌草技术的科学原理，更通过林占熺“咬
定青山大地、立根黄沙破岩”的科研故事，
展现了科学家创新、笃行、坚韧、博爱的精
神风貌。

与会专家认为，《我的菌草故事》是一
部有温度、有深度的科普精品，能让更多
青少年读者从榜样身上汲取灵感和力量，
让“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的理想薪
火相传。

《我的菌草故事》

传递科学家精神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5 月 19 日，
一场聚焦儿童成长与原创内容发展的盛
会——“儿童原创内容多元实践探索”
活动在广东广州举办。活动由中国儿童中
心主办、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承办。与会
嘉宾从汉语分级读物、童谣、自然教育
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教育等多角
度、多领域，分享了儿童原创内容的实
践经验与创新思路。

据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妍介
绍，童趣出版有限公司能够在国际合作和
原创出版双轮驱动的形势下，多年来给儿

童带来高品质的读物，最关键的一点是既
坚持儿童本位，又坚持文化本根。

《小羊上山》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与
汉语分级读物领域专家孙蓓共同打造的汉
语分级读物畅销品牌。作为《小羊上山》
主编，孙蓓在分享中提到，《小羊上山》
起点低、难度坡度缓，还配有大量趣味十
足的辅助产品，这种特性使其成为孩子们
自主阅读的优质选择。她还强调，“汉语
本强大，文化当自信。”《小羊上山》融入
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助力孩子阅读
的同时，肩负起传承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的使命，她坚信中国原创汉语分级读物定
能在世界儿童阅读领域大放异彩。

《从前亮着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
宝童谣》由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副馆长刘冰
远创作，他讲述了自己挑选国宝进入书中
的标准：一是文物必须具有代表性；二是
入选的国宝要具备一定的故事性，便于在
童谣创作中融入生动有趣的情节，吸引孩
子们的注意力。

新锐科普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王灵捷认为，当下许多孩子与大自然的接
触日益减少。秉持“用简单的语言传达知

识，而不是只传达简单的知识”的理念，
她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以简洁平实的文
字记录下自然现象与生物特性。她希望通
过作品引导孩子们与大自然产生更多联
结，重新发现自然、爱上自然。

科技作家、阿里巴巴原副总裁涂子沛
深入分析了AI发展浪潮下家庭教育场景
面临的变化、挑战与机遇，由此提出，将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融入家庭教育，引导
孩子合理使用AI工具，学习父母必备的
人工智能知识体系与演变历程，有利于帮
助孩子培养未来稀缺的核心竞争力。

专家分享童书创作新思路——

用简单语言传达知识，而不是只传达简单知识

5月20日，20余名文化工作者走进
海南省琼海市，开启了一场名为“潭门
人·海与时光的对话”的海洋文化采风
活动，以一组泛黄的《更路簿》复刻本
为起点，揭开南海耕海史。

图为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国家级非
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书保向大家介绍
《更路簿》的来历。

蒙钟德/视觉中国

共读《更路簿》
揭开南海耕海史

■产经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