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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共话知识服务创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26日~27日，首届中

国-东盟知识服务创新与国际交流发展大会暨第五

届中国出版业知识服务大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大会

以“AI时代出版业的数字创新与国际服务”为主题，

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出版业数字创新和知识服务

等方向的现状与未来路径，聚焦中国-东盟数字内容

产业的发展与交流，共同探讨数字内容出海、版权贸

易和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一级巡视员

王晓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出席大会

并致辞。大会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汤文辉主持。

本次大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与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和蜜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200余

位出版界人士、学者以及文化交流使者参会。

魏玉山在致辞中指出，出版业知识服务出海不

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出版机构实现品牌价值

的重要尝试。面对挑战，出版企业需要结合资源特

色与全球视野，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王晓华在致辞中，就深化数字出版领域合作

提出三点建议，包括推动文化与科技在出版领域

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服务品牌

和产品、共同推动地区文明交流互鉴等。

在主论坛主旨发言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毅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等先后发言。

大会主论坛还见证了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成

立仪式、《近镜头》版权输出签约仪式、新闻出版业

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应用优秀案例揭晓及证书颁

发仪式等多个交流活动。

大会同期发布《人工智能对出版业知识服务

的影响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研究国内外大模

型的发展情况、在出版领域的探索与应用情况，对

我国出版业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模型提出了对策建

议，包括加快数字资源入库、警惕AIGC风险等。

又讯 首届中国-东盟知识服务创新与国际交

流发展大会期间，人工智能赋能知识服务主题论坛

暨中国音数协知识服务工委2024年年会召开。董毅

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张传静出席

会议并致辞。来自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国家版本馆

等单位的专家进行了主题分享，探讨人工智能赋能

出版业知识服务、版权保护与运营中的应用与挑

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标准化研究所所长、中国

音数协知识服务工委秘书长刘颖丽作了中国音数协

知识服务工委年度工作汇报。论坛由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工程研发中心副主任王扬和中国音数协知识

服务工委主任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张立主持。

大会现场设有多项技术展示活动，展出了清

华大学出版社等多个新闻出版单位人工智能大模

型创新应用优秀案例，与会者通过现场体验，深刻

感受到AI技术在出版业各环节的广泛应用和未来

发展的无限可能。 （聂慧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中华善歌》一书，在山东滕州书展上与读者见

面。该书是畅销书作家程冠军编著的文化著作，以独

特的“三字经”形式，生动展示了中华善文化的精髓，

诠释了中华文化崇德向善的精神内核；不仅在文学艺

术上具有较高价值，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践。

《中华善歌》是程冠军继《新时代公民道德歌》之

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以中华善文化为主线，融合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全书分为九章，88个小节，每个章节以朗朗上口

的“三字经”文体配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文白对照，

并配有著名生活漫画家榆木先生创作的插画，图文

并茂。这种形式不仅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还能够让老少皆宜的读者群体轻松理解和吸收书中

的思想内涵。

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儒

家、道家、墨家等各个思想流派之中。善文化的核心

在于崇德向善，强调仁爱、道德、礼仪和智慧的结合。

《中华善歌》正是基于这些思想的提炼和总结，通过通

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向读者传递了中华文化

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善。 （穆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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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常设展览——“中国

古代饮食文化展”为基础，系统阐释中国古代饮食的发

展变迁与文化内涵的图书《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

华饮食文化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不是简单

地将博物馆中展示的内容搬运到纸上，而是以文物为

叙述线索，从创新的角度，对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的百

余件文物，按照一定逻辑进行分门别类的讲述，勾勒出

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和精神内涵，展现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中国古代饮食

文化图景，可以说是一部活色生香的中华饮食文化史。

全书分为7个篇章：“五谷为养”“肉食为充”“素食

为主”“醇酿佳饮”“五味调和”“烹饪有术”“礼始饮

食”，从食材、烹饪、器具、礼仪、艺术、人物等多个角

度，对华夏民族的饮食文化作了详细的源流梳理。书

中对传世文献、典型文物、封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

帛画等古代文物进行列举和考证，内容涵盖了中国社

会、经济、文化、历史、哲学、医学、科技等各个学科领

域，具象化地阐释了华夏文明的源流与发展。

《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史》一书

作为“何以中华”书系的第一部，从饮食文化的视角解

读历史，用日常生活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在灿若星辰的

国之瑰宝中，寻找“何以中华”的文化底蕴，让读者跨越时空、照

见自己，深刻领略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轨

迹，追溯中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古人在日常

饮食中体现出的创新精神和智慧之道。 （张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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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

视，悉心指导，2016年、2020年两次亲临考察都作

出重要指示。安徽省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

全省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巨大成就。林长制改革是安徽省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成功实践，为宣传好、讲好安徽林

长制改革的鲜活故事，谱写广大基层一线林长制

改革参与者的生动华章，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林业局、安徽省林长

制办公室联合安徽出版集团策划大型报告文学

《不负青山——林长制改革新时代报告》一书，近

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不负青山——林长制改革新时代报告》一书

全面勾勒出林长制改革的起源蓝图、制度框架、实

践轨迹与理论探索，读者从中可一窥林长制改革

进程的全貌，感受林长制改革的深远意义。该书

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为切口，通过对当代安徽林

业人在“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上的艰辛探

索、取得成就的记录，彰显林长制改革对生态环境

产生的积极影响。该书汇聚了广大一线林业从业

者的积极实践探索的故事，全面展现了林长制改

革是安徽林业人传统奋斗精神的再造，是安徽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完美答卷。不仅真

实再现了安徽在林长制引领下积累的宝贵经验，

更彰显了林长制改革在生态环境保护、林业经济

提振及乡村振兴等多维度上的辉煌成就。

高站位 自2017年率先在全国启动并深化林

长制改革，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生动实践，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把好山好水

保护好”重要指示精神的忠诚践行。这一改革不

仅关乎安徽一省之发展，更是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全景式 该书以全景式的视角，全面勾勒了安

徽林长制改革的壮阔历程。从五级林长责任制的

建立，到改革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推广；从制度框架

的构建，到实践路径的探索；从生态保护的成效，

到林业经济的提振，书中详尽展现了林长制改革

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成效。

小切口 该书通过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林业故

事，展现了林长制改革在基层的落地生根。书中汇

聚了来自全省各地市各级林长、林业专家、基层林

人、产业精英、当地百姓的声音，他们以各自独特的

视角和亲身经历，讲述了林长制改革如何精准施策、

因地制宜，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重一线 书中特别强调了对一线工作的关注

与呈现。无论是林业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是林

农们的增收喜悦；无论是荒山披绿的壮丽景象，还

是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努

力与奉献。

讲实绩 在讲述林长制改革成果时，该书坚持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翔实的数据、生

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书中充分展示了林长制

改革在生态环境保护、林业经济提振、乡村振兴等

多维度上的辉煌成就。

林长制改革是林业改革的“关键一招”，激活

了全省林业发展“整盘棋”，成为新时代安徽改革

的知名品牌。《不负青山——林长制改革新时代报

告》的出版，既是对林长制改革的阶段性总结，也

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改革精神

的再出发。 （张 磊 汪爱武）

绿水青山变成幸福靠山
《不负青山——林长制改革新时代报告》出版发行

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