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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5米、高3.3米、重1.8千克的五星红旗在辽
宁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展厅内悬挂，五颗五角星通
过丝网印刷工艺呈现出的细腻质感，让观众驻足凝
视。这抹“中国红”不仅是印刷工艺的具象呈现，更
凝结着印刷人对家国的深情。6 月 7 日至 7 月 31 日，
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主办，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
包装联合会、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印刷服务美
好生活专题展，以 600 平方米的沉浸式展区，让观
众在“日用而不觉”的印刷产品与“万物皆可印”
的前沿科技中，触摸文化传承的脉络，感受现代印刷
的温度。

生活场景“美起来” 文化传承“活起来”

印刷服务美好生活专题展自启幕以来，观展热潮
持续升温。每天接待观众量保持高位，亲子家庭与年
轻群体成为主力，互动体验区更因可参与、可沉浸的
设计排起了长队。“原来印刷机还能这么印笔记本！”
现场参观的学生刘忠逸手捧着5分钟内便生成的个性
定制纪念册惊叹，“没想到印刷技术可以这么酷！”这
种从认知到实践的观展模式，让印刷不再是书本上的
抽象概念。

第五届中国印刷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前一天，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跟随参会嘉宾一起走进
中国工业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印刷服务美好生活。展
览现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秘书长文静化身讲解
员，介绍可触摸的展品、可感知的科技、可参与的互
动。她讲道，此次展览以“生活、文化、科技”为经
纬，通过场景化沉浸体验、多元化展品矩阵与互动式
技术呈现，让更多人了解印刷业在服务民生、传承文
化、赋能科技中的重要作用。

薄如蝉翼的19克超薄纸张印制的《辞源》最新
版，采用数字印刷的报纸，撕不烂、泡不坏的新型印
刷材料，汽水玻璃瓶、铝罐啤酒瓶的外包装乃至瓷器
表面的花纹……记者看到，从精美的书籍装帧到创意
十足的包装设计，从环保印刷材料到智能化印刷设
备，展览所展示的印刷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应
用，恰恰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印刷为生活物质
原件”的论断。

与此同时，展览还串联起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对
话。《孙温绘全本红楼梦》、辽宁传统木版年画等辽宁
本地展品，生动展现了印刷如何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
保护迈向创新传承。超精细印制工艺让观众得以近距
离观赏传世书画的笔触细节，有美术爱好者直言“仿
佛与古人对话”。

前沿科技“印出来” 互动体验“动起来”

此次展览中，健康医疗领域的柔性印刷解决方
案、半导体行业的丝网印刷技术，以及盲文印刷领域
的纳米印刷技术，让观众充分领略到了“万物皆可
印”的创新魅力。参观者纷纷表示：“这些前沿应用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印刷业的认知，原来传统产业也能
如此‘高大上’！”

记者看到，展览精心设置的雕版印刷工坊、活字
印刷工坊和丝网印刷体验区，以及人工智能按需印
刷展示区成为观众“打卡”的焦点。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在现场工作人员指导下，拓印出生肖年画，参
与活字拼排古诗词活动，通过丝网印刷工艺印制出
带有中国工业博物馆图案的文化衫，感受“一刀一
刻皆匠心”的千年技艺传承。同时也可以通过拼排
古诗词句子感受活字印刷“字模复用、灵活排版”
的发明智慧，直观了解现代印刷中加色法和减色法
的色彩原理。

“所见即所得”的智能印刷服务更是引发观展热
潮。一套利用先进AI大模型的印刷设备，能够快速
生成精准且个性化的人物封面笔记本，以智能化技术
重新定义印刷生产流程。观众通过“AI语音对话+拍
照”，在5分钟之内即可生成自己专属的纪念册。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该区域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精心筹
划，组织行业领军企业北京盛通印刷与设备供应商珠
海奔图联袂打造，构建了从AI设计、智能排版到即
时印刷的完整闭环。

“从典籍中的墨香到生活中的创意，从传统工艺
的坚守到前沿科技的突破，印刷业始终以服务美好生
活为根本宗旨，在历史长河中淬炼，在时代浪潮中创
新。”正如本次展览的结语，印刷服务美好生活专题
展通过多维呈现，勾勒出了印刷业绿色化、数字化、
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图景，更印证其作为文化载
体、科技推手、生活赋能者的多元价值。

印刷服务美好生活专题展：

印刻美好 智享生活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文/摄

如何应对书刊数字印刷浪潮下的
标准化挑战？AI 技术将为出版印刷
带来哪些变革？印刷企业又该如何在
实践中创新突围……近日，由中宣部
印刷发行局主办，中宣部出版产品质
量监督检测中心、辽宁省新闻出版局
承办的印刷质量高峰论坛在辽宁沈阳
召开。以“向‘新’而行，以‘质’
致远”为主题，这场行业盛会不仅汇
聚多方力量展开深度研讨，同期举办
的印刷质量专题展更通过图片、文
字、视频及实物展示，生动呈现质量
管理创新成果。论坛上思维碰撞、直
面痛点，展览中成果陈列、方案共
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印刷业高
质量发展精准“把脉”。

政策引领，筑牢高质量
发展根基

质量关系千家万户，更关乎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在管理政策宣讲环
节，行业管理部门及质检机构有关负
责人立足全局，从科技创新、标准建
设、有效监管等方面为印刷业高质量
发展锚定方向。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蔡书贵
强调，印刷业要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
变革，以标准建设引领和倒逼质量提
升，以有效监管巩固质量保障体系，
更好筑牢质量安全屏障，更好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宣部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主任袁亚平指出，印刷质检工作始
终以服务保障印刷业高质量发展为己
任，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彰显
政治担当，在服务行业发展中夯实工
作基础，在推进全国出版质检协同化

建设中凝聚工作合力。
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

出版局 （版权局） 局长焦万伟表示，
辽宁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
紧围绕印刷业数智绿色融合，以实际
行动为打造文化精品赋能，推动全省
印刷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经验碰撞，共寻质量提
升良方

政策的落地生根，离不开实践的
探索与创新。在印刷质量专家访谈环
节，来自出版单位与印刷企业的代表
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分享质量提升的
创新举措，为行业同仁提供可借鉴
的“实战指南”。

精品出版如何炼成？中信出版集
团总编辑洪勇刚揭秘精品出版的“中
信范式”。他介绍，中信出版注重标
准化与创新性，建立全流程企业标准
体系，同时从产品思维转向系统思
维，整合优质资源建立供应商评价
体系，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协
同发力，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开展创
新研发，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精品出版
模式。

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辽海
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柳青松以辽海
出版社为例，分享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经验。“我们从选题、编校、印
装、环保四个维度建立标准体系，实
现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溯的
全流程控制。”柳青松表示，通过与
印刷企业协同合作，推动标准链、技
术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
印刷质量。

面对行业发展的挑战，印刷企业

如何突围？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艺坦言，印刷企业正面临环境
变化、质量要求提高、投入加大、市场
规模缩小、生产周期缩短等五大挑
战。对此，印刷企业应通过思想赋能
强化全员质量意识，体系赋能完善质
量控制体系，数字赋能创新检测手段，
技术赋能升级生产设备，培养专业工
匠队伍，多维度提升核心竞争力。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栗延秋介绍，盛通股份构建了以标
准、技术、人才、监督保障体系为根
基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大力推进数
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化手段管理企
业，建立质量管理平台，保障产品质
量稳定。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激
发员工创新活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内生动力。

大连建峰印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思侠聚焦中小印刷企业困境，指出数
字化转型是提升质量的关键。针对中
小企业在质量标准建设中面临的人才
短缺、成本高企、管理薄弱等问题，
以及数字化转型中投入大、落地难等
痛点，印刷企业应通过印前自动化设
计管理、建立数码打样体系、搭建质
量检测平台等具体措施，实现产品质
量与生产效率双提升。

直面热点，深度探讨破
解难题

在质量问答面对面环节，与会专
家围绕数字印刷品质、印刷标准建
设、AI 在质量保障中的应用等前沿
热点展开深度对话，为行业发展答疑
解惑。

数字印刷品质提升成为热议的焦

点。北京方正印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震东分析，国产数字印刷
设备虽发展迅速，但在彩色印刷领域
仍存在颜色饱和度不足、网点精度欠
佳等问题。随着墨水技术革新与算法
优化，未来在色彩还原与网点控制
上有望实现突破。化学工业出版社
印务中心总经理于立宣就数字印刷
相较于传统印刷的品质差异以及出
版单位如何推动数字印刷可持续发
展分享了经验。北京建宏印刷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强则从生产实践
出发，解答了数字印刷在烘干波浪
等纸张适应性方面需要重点改进的
环节及改进方法。

印刷标准建设关乎行业规范发
展。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长李永林认为，标准化是印刷业数字
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导航仪”，需
紧跟技术发展步伐，持续完善标准体
系。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王旭东分享企业落实标准的实践经
验，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严格
执行标准规范。上海市印刷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站长翁云松则指出，当前出
版产品质检标准在印装质量、环保质
量和前瞻性研究方面存在不足，建议
成立出版物印刷质量重点实验室，加
强对新工艺、新材料的前沿研究。

AI 作为新兴技术，在印刷质量
保障中的应用备受关注。鹤山雅图仕
印刷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总经理郭新
颖分享了 AI 在排版优化、自动适配
最佳物料、人工智能设备稳定性及预
测性维保等方面的实际应用经验。北
京印刷学院教授曹鹏梳理了 AI 技术
在印刷领域的创新应用，并强调数据
安全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

印刷质量高峰论坛：

破解创新难题 共谋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印刷业数字化能力自评估公益模
型的发布，为行业数字化发展指明方
向；全球印刷业的趋势洞察与区域印
刷业的创新实践，勾勒产业升级蓝
图；数智化转型的鲜活案例，为企业
变革注入强劲动能……在由中宣部印
刷发行局主办的印刷新质生产力创新
论坛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捕捉到全产业链的思想共鸣。这
场围绕数字化贯通、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
面的深度研讨，展示出印刷业正通
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
新，开辟发展数智绿色融合印刷新
质生产力的新路径。

评估模型引领行业数字化

作为《印刷业数字化三年行动计
划（2025—2027年）》的“领头雁”，印
刷业数字化能力自评估公益模型的发
布成为焦点。这标志着中宣部印刷发
行局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印
刷业数字化能力自评估公益模型研发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全行业提供了
一把丈量数字化水平的“标尺”。

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刘益系统介
绍了印刷业数字化能力自评估公益模
型的发布背景、具体内容和实际意义。
该模型的设计开发遵循行业性、科学
性、导向性、可操作性四大原则，从数
字化基础、管理、运营和成效四个维
度，为印刷企业和设备器材企业设计

评估模型。
论坛现场，刘益向与会者呼吁，

产业链相关企业充分利用自评估公益
模型，对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进行评
估，对标对表提升数字化水平，以评
促建、以评引建，同时提倡行业同仁
多提宝贵意见，为动态优化调整自评
估公益模型指标体系建言献策，共同
推动行业数字化发展。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秘
书长陈迎新则透过德鲁巴印刷展与北
京大印展的“窗口”，为行业数字化
发展提供全球视野，为推进印刷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性思路和实施路
径。他分析总结了五大发展趋势：一
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二是数字
印刷技术重塑产业价值链条；三是绿
色技术整合产业链要素，培育绿色生
态体系；四是协同创新不断加强，融
合发展成为行业共识；五是高水平对
外开放持续深化，构建全球印刷产业
开放合作新格局。

区域实践激活产业新动能

地方印刷业的崛起轨迹，为区域
产业升级提供了范本。

基于深厚文化底蕴和优势产业资
源，中原印刷业成为我国印刷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河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
视员王军梳理了中原印刷业近年来转
型升级的成果，以及推动实现高效能
治理的探索实践，深入分析了中原地

区优秀印刷企业的创新举措。他表
示，中原印刷业未来将持续搭建发展
大平台、壮大市场生力军、实现合作
共赢，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辽宁印刷产业集群，辽宁省
印刷协会副理事长、辽宁虎驰科技传
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驰展示了另一种
区域突围路径：25 家来自辽宁省内
外的印刷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组
建“数字印刷产业集群”，并持续通
过战略规划、政策引领、生态协同、
典型示范，积极打造东北“智印”新
范式。

“辽宁印刷业近年来积极推动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加快
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政策引领激
活企业发展动能、打造产业协同创
新高地、发挥骨干企业示范作用，
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
化印刷产业体系。”杨驰介绍，辽宁
印刷业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调
整产业结构，有效促进打造优势产
业集群。

印企数智化转型进行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坛上，
印刷产业链上下游聆听行业“生力
军”的创新实践——鹤山雅图仕印刷
有限公司基于阿里云算法的 MES 系
统应用、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的多元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河南
盛大智能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数

据+算法”驱动的智能生产实践，都
让现场观众深刻感受到数字化重构传
统生产的巨大潜力。

“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更是
抢答题。”利奥纸品集团首席运营官、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博
澧对AI应用的论断，道出企业数智化
转型的紧迫性。他介绍，雅图仕以

“绿+精+智”模式打造的数字化中央
控制中心与数字孪生平台，将AI技术
深度融入生产管理全流程，这种技术
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让智能制造从概
念变为可操作的生产线实景。

上海紫丹的实践展现了数字化建
设的场景化路径。从耗材管理到仓储
物流，从生产制造到社区管理，上海
紫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纸包装事业部
总经理陆卫达解析的多元智能制造场
景，揭示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不是
单一技术的叠加，而是通过场景化部
署实现全链条效率提升。这样的标杆
智能工厂部署策略和落地举措，为行
业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河南盛大智能印刷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崔文峰则介绍了企业的新
质升级探索与实践，推动专线生产和
数智化转型的同时，注重从全品类发
展过渡到产品主义，多要素协同发
展。面向未来，崔文峰表示，盛大印
刷将持续技术迭代、模式升级和服务
深化，打造跨区域智能生产网络，全
链条赋能、全场景产品创新，加速
AI深度融合，推动制造向智造跃迁。

印刷新质生产力创新论坛：

全产业链绘就数智发展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印刷质量专题展集中展示
印刷业质量管理模式创新、质
量保障措施创新、技术工艺和
材料创新相关应用成果，以及
突出质量问题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祝小霖 摄

印刷服务
美好生活专题
展的观展热潮
持续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