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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相新介绍，目前上市公司这一块的业务
一个是传统出版，一个是数字出版，“下一步对
数字出版会有一个大的投入”。

具体来说，包括手机出版、传统出版业务的
数字化转换、网络出版以及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的
数字化服务等都是下一步公司业务发展的重点。

据悉，上市公司旗下的河南电子音像出版
社经营的戏曲出版网和中国教育出版网已经在
业内赫赫有名。

耿相新说，公司也介入了手机出版业务，
“海燕出版社已经和苹果平台开发商合作，手机
用户可以阅读到他们授权的20多种少儿图书。”

根植中原文化沃土，耿相新说，公司未来发
展的内容还有很多。“对于前二三十年间有文献保
留价值的出版资料进行数字化，做成中原文化数
据库，比如依托河南的少林文化、太极文化，整理
出版河南的武术文化。”耿相新说，再比如做手机
的戏曲彩铃，把中华文化典籍做成数据库等。

而作为河南科技出版社的掌门人，汪林中说
该社一直在探索发展之路，“确定了时尚生活、医
学、高校教材为重点，建立了手工门户网站玩美手
工网和完美淘图书网店，还建立了以情趣手工为
主的专业资源数据——中国手工数字图书馆”。

“准备在郑东新区建设一个中国手工创意
产业园，包括手工的教育、培训、创意等产业链
上的内容都在这个园区开发，目前正在运作。”
汪林中透露。

■开篇的话 期待中原文化再次绽放
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产业首次列入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主题——在我国目前的产

业格局中，占比达到5%以上才能称为支柱产业。从最新数据看，2010年，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的2.75%，
而“十二五”末期将达5%以上，完成翻倍增长。

谁在新一轮发展中觅得先机？谁在新一轮热潮中引领风骚？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璀璨瑰丽，无论是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

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
说，到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都发生在河南。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
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

如今，我们该怎样延续、发扬中原文化、中原文明的力量？任重道远，但我们很期待一个更有魅力的中原！
晚报记者 张新彬 辛晓青图书出版篇

河南传媒第一股将迎来“牛气冲天”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我省20多家出版社
改制后，各家出版社收入年均增长20%~30%

控股的中原大地传媒借壳焦作鑫安即将复牌交易
10月18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

9月2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意见》对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包含要建成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要求中原经济区建设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扶持具有
中原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创作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等。

我省文化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进展？作为与市民关系密切的图书出
版行业，记者近日多方采访，试图通过这个窗口，一瞥我省快速发展的文
化产业。 晚报记者 胡审兵/文 马健/图

改制前，临时工月工资
七八百，正式工6000多元

马国宝现在是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教分社的总编辑，带着手下一班人做选
题策划、市场分析，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忙，但是大家都有奔头。”
不过，时间倒转到2004年。马国宝从

一家大学出版社进入我省另一家知名出
版社时，市场还没有这么好。“当时，单位
没有改制，我是招聘进去的。出版社属于
事业单位，单位人员存在着有编制的正式
工和招聘的临时工之分，正式工收入高，
临时工不高。”马国宝回忆，“我当时在这
家出版社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每月还
1200元的银行房贷还不够；有编制的正式
工工资则要多得多。”

不过，现在的变化太大了。马国宝感
叹：出版社改制后，人员流动方便了，统一
实行聘用制，同工同酬，大家工作、干事的
积极性也提高了，工资高的一年能拿十几
万元甚至更多。“我就是通过人才引进的
方式进到科技出版社的。”马国宝说。

马国宝的说法得到了汪林中的印证。
汪林中是河南科技出版社的社长，

2005年11月1日上任。
“马上就在这里干满 6年了。”10月 27

日下午，窗户外斜射的阳光洒进来，汪林
中在他的办公室笑着对记者说。

之所以对这个日期记得清晰，是有缘
由的。2005年，时任河南省新华书店副总
经理的汪林中通过公开选拔竞聘，最终得
到这一职位。而之前，这样的人事岗位都
是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

记者对马国宝和汪林中的采访是分
开进行的。

汪林中介绍，他来到出版社后，根据
河南出版集团公司的工作部署，首先进行
了劳动关系的改革，实行统一的薪酬制
度，打破正式工和临时工的身份区别，干
部全部公开竞争上岗，招聘了 100多名研
究生。“没改革之前，临时工的工资只有七
八百块钱，正式工的工资在 6000元左右。
如今，工作能力强、干得好的，一年能拿到
十几万元；当然干得不好的，工资也会更
低。”汪林中说。

这样的改革不仅激发了员工个人的
工作热情，对单位带来的成效更为明显。

汪林中介绍，该社2005年的发行码洋
（指的是所发行的全部图书定价的总额）
为 5000 多万元，出版的图书品种 200 种，
利润 132 万元，到了 2011 年，发行码洋达
到 2.6 亿元，出版品种将近 800 种，利润
2000多万元。

河南科技出版社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业
绩是河南出版集团旗下众多出版社中的普遍
现象，因为比其他出版社改革步伐更快，变化
更为显著。

河南出版集团于 2003 年 1 月批准组建，
2004年3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是经中共中央
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大型出
版产业集团、事业单位，集团化管理，市场化运
作，是全国的出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具体来
说，当时就是为了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把原
属于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直接管理的河南人民
出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海燕出
版社等10家出版社，组建一个出版集团。

10月27日上午，在郑东新区河南出版集团
的办公楼上，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编辑耿相新介绍，目前我省的出版社除
了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以及黄委
会主管的黄河水利出版社 3家出版社外，其他
的包括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文
心出版社等余下的 10家出版社全部划归河南
出版集团管理。

到了 2007 年 12 月 28 日，河南出版集团再
次转企改制成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
由省政府作为出资人。河南出版集团原有成
员单位、所属单位和全资、控股、参股公司，转
为集团公司的全资企业、全资子公司、控股公
司和参股公司，保留其独立法人地位。

耿相新说，虽然出版社以前一直是企业化
运营，但是因为属于事业化管理，员工身份的
不同等造成对市场反应没有那么快。“改制后，

企业对市场反应就比较敏感了，运营机制更加
灵活，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挂钩了，企业更多需
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同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也有一个明确的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从企业效益来说，耿相新测算，这几年平均
下来，各家出版社业务营业收入年均增长都在
20%~30%。“在市场竞争更激烈的情况下，业务还
出现了大幅增长，员工的收入也得到了普遍提高，
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耿相新说。

汪林中也称，在过去单位没有改制之前，
虽然是企业化运营，但是单位收入多少，要按
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进行，员工不能分享公
司的利润增长红利。如今，单位效益好了，可
以把部分利润向员工分配，让员工实实在在感
受单位效益的好坏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2010 年 9 月 6 日，因连续亏损被停盘两
年多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中原出版集团的核心资产将被置换进上
市公司。

河南省工商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2011
年7月25日，注册于焦作市民主路北路15号的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被核准，注册资本

43971.79 万元。这家依托于焦作鑫安注册的
公司将成为河南省文化产业改革的一面旗帜，
也将成为河南省出版传媒行业的第一家上市
公司。

耿相新说，从今年 5 月 31 日起，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划归中原大地传媒公司经
营，整个资产总额有20多亿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繁荣大
发展，国务院关于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建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这对上市公
司将来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耿相新
说，目前公司为恢复上市交易的各种准备工作
已经齐备，只等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了，预计
近期有望复牌交易。

河南传媒业第一股将复牌交易

下一步将大规模投入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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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请关注本报“聚焦文化产业 发展魅力中原”专题第二篇“演出市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