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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的出版社，安徽电子音像出版

社有自己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在今年，

该社将集全公司优质出版内容，综合运用数

字、视听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向“三屏”（电视

屏、电脑屏、手机屏）进军，实现出版内容的全

媒体出版。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出版社下一

步更名为“新媒体出版公司”做准备。“时代空

中课堂、时代智能学习机、时代智能3D游戏

盒、时代移动多媒体终端、手机SP增值业务

等全新的出版产品应运而生，电子社投入巨

资，充分利用全新的传媒技术和新兴的传播

方式，大力创新出版形式和出版产品，打造新

的产业链。”刘桂霞说。

电子音像社的全体员工都清楚地认识

到，不管是传统的出版业务还是新媒体跨媒

体出版，都必须立足实干。“实干加上筹谋，相

信会迎来电子音像出版行业的新春天。”

用“全媒体”迎接新春天

电子音像行业的“新春天”
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坚持走“立体化全媒体”之路

曾经是出版业告别“铅与

火”、走向“光与电”的重要标志，

曾经出版品种和发行总金额都基

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

是，就是在2005年以后，音像出版

业走上了负增长的轨道，这是当

时全国电子音像行业发展的态

势。然而，电子音像业的发展在

安徽却走出了“时代特色”，多媒

体教育产品线、实用型产品线、新

媒体产品线，这三条是产品线，也

是安徽音像电子出版社走“立体

化全媒体”之旅。

实习生 古梦云 记者 沈娟娟

“当下电子音像出版是机遇与挑战并

存。”安徽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刘桂霞首先带

着记者摸索全国电子出版的发展“脉络”，一

方面，传统的电子音像出版业务不断萎缩；另

一方面，新媒体、新兴数字技术又给电子音像

出版行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和市场。

2007年完成重组后，电子音像社审时度

势，从市场中找到了“良药”。现在的安徽电子

音像出版社，增加注册资本金至5000万，成为

全国最大的电子音像出版社，在狠抓传统业务

的同时，重点打造“多媒体教育产品线、实用型

产品线、新媒体产品线”三大产品线。

“不光是电子音像产品，我们也开始向配

套延伸，争取一种投入，多种产出。”刘桂霞告

诉记者。比如，针对《戴光强保健新概念》，该

社几乎把触角伸到了相关的全部产品，开办

网站、DVD讲座等。

吹响数字出版“集结号”

与之后遇到的难题相比，前面的经历还是小

巫见大巫。2004年 12月，新时代印刷接到了“第

一单”生意：20000本期刊和一份挂历。当时厂内

的暖气还没有到位，而印刷是需要一定温度的。

他们就想到在印刷机外拉上一层塑料薄膜，里面

做个锅炉取暖。但由于木材很湿，烟雾很大，工人

被呛得眼泪直流，而这一直持续了36个小时。

终于辛辛苦苦印出来了，可结果却让所有员工

伤透了心。因为不符合要求，客户看到产品后，表

示一分钱不付，更是把挂历摔到了卢光荣的脸上。

顿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冷得像奥廖尔的寒

夜。生意没做成，生活也已经难以维系。等到快

过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只剩8.8元生活费，不得不

挖野菜充饥，甚至杀了相依为伴的狼狗……

多年以后，已经回国的老员工楼丽画、纵景东

依然忘不了那个新年。“那7个月，我们有一千个

可以放弃、可以回国的理由，但是作为首个‘走出

来’的企业，我们除了坚持，别无选择。”

“拓荒”俄罗斯 新时代印刷厂海外“扎根”

安徽人把书印到北极圈

“在俄罗斯办一家工厂，

可以写成一本书！”想起刚到

俄罗斯的日子，卢光荣至今感

慨万千。在那座名叫奥廖尔

市的俄罗斯小城，这位印刷

“老兵”和他的伙伴们，曾顶着

纷飞大雪，在冻土中一锹锹挖

出 120 米水道，也曾在没有设

备的条件下，用铁葫芦一寸寸

拉动上百吨设备……

就是这样，来自安徽的卢

光荣和伙伴们，用 7 个月的时

间完成创业的前期筹备工作；

一年的时间里，占据了所在城

市 80%的市场份额，又用了一

年的时间，让北极圈“飘满”安

徽书香…… 记者 宛月琴

“印刷工人也能走出国门？以前想都没想

过！”2004年5月14日，是卢光荣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他和几位同事远赴俄罗斯奥廖尔。

卢光荣心里知道，这次远行的背后，是安徽文

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一次“试水”。但他没有了

解到的是，等待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考验。

现实似乎比想象的还要残酷：厂房是第一

个难题。奥廖尔是个小城，空余厂房很少。他

们用脚走遍了全城，终于用7.8万美元购买了城

外一个废弃的厂房。紧接着，公司注册又遇到

麻烦，卢光荣他们曾在税务局与银行之间来回

奔波几十趟，2004年7月22日，投资100万美元

的新时代公司注册成功。在之后的几个月内，

他们用双手把办公区与生活区建起来……

用手和脚“拓荒”俄罗斯 “中国旗”飘扬在
遥远地方
2005年初，新时代提出“以情感培

育客户、以低价吸引客户、以品质稳定客

户、以短周期满足客户”的营销策略，很

快，业务量开始迅速上升，特别是《奥廖

尔1945》精装书印刷成功后，当地三家出

版社社长举杯共庆，为奥廖尔能够印刷

出这样的好书而骄傲。接着新时代又提

出了“走出奥廖尔、拓展新市场”的战略目

标，通过在外地设立业务代理、刊登广告

等途径开拓外地市场。2008年，“新时

代”的年销售收入达到2000多万。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新时代印刷人

一如既往的艰辛。“可以说，他们下床就

上班，下班就上床”，安徽出版集团的一

位高层这样评价，正是凭着这股干劲，让

这个从安徽走出去的印刷企业，在异乡

成功扎下了根，让“中国旗”每天飘扬在

那遥远的地方。

36小时流泪呛出“第一单”

曾有人问，普兰德的秘诀在哪里？普

兰德的魅力又在哪里？刘奎总是淡淡一

笑，普兰德的最大优势就是依托安徽出版

集团浓郁的文化底蕴，开发具有高品位的

文化地产。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产品附

加值最高的元素，地产与文化联姻是它未

来的发展趋势。

而对于未来的蓝图，刘奎这样勾勒起

来：按照集团的总体要求，普兰德 3 年完

成 100 万平方米的建设量；5 年内进入全

省房地产一流行列，并力争年销售额达到

10亿元。“我们有信心做集团利润贡献最

大的一员，让普兰德成为集团响亮的品

牌”。

合肥北城，一座崭新的商圈正摇曳

生姿。这里因其高端精到的国际定位、

现代时尚的建筑设计、精彩多元的文化

品位，成为合肥十大地标性城市综合

体，她就是“新天地国际广场”。

而这座新地标的开发者正是安徽

出版集团旗下的安徽普兰德置业有限

公司。是什么，让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

的开发商拥有如此的气魄和品位？又

是什么，实现出版产业与房地产行业的

水乳交融？未来的普兰德还会呈现怎

样的魅力和风采？ 记者 宛月琴

对于安徽普兰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奎来说，过去的每天都是那么值得记忆：普

兰德从一个不够专业、缺少人才、机制也不够

灵活的房地产办事机构，“变身”为安徽出版

集团旗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地产企业，从接

手时的亏损，到如今初步形成相对专业、具有

市场眼光、在地产行业中驰骋的中型房产公

司，“每一步，我们都走得艰辛而扎实”。

几年来，普兰德的发展有目共睹。刘奎

告诉记者，“新天地”就是普兰德走向腾飞的

一部力作。另外，普兰德今年已经成功在马

鞍山储备了一个地块，在不久的未来，马鞍

山也将诞生一座由普兰德精心打磨的高档

地产。“如今，普兰德的销售收入已近7亿

元，相当于每年都再造两个普兰德。”刘奎欣

喜地告诉记者。

每年再造两个“普兰德”

翱翔文化地产“新天地”

飞舞出版产业新时空翱翔文化地产新天地
安徽普兰德置业让文化与地产“开出鲜艳的花儿”

为了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世界各

地举办了2000多场专场音乐会。12月4日

晚，我省钢琴家王培将在安徽大剧院举行

肖邦作品专场音乐会，还将与安徽省歌舞

剧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名作“E小调

钢琴协奏曲”，这是该曲在安徽首演。

本次音乐会由茂呈传播和安徽歌舞剧

院联袂主办，本报独家媒体协办。为合肥

市民送上一场视听盛宴。王培曾留学欧

洲，获音乐学与音乐艺术表演双博士学

位。他就读于俄罗斯国立里姆斯基音乐学

院、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学院、乌克兰国立普

罗科菲耶夫音乐学院等著名音乐学府，先

后随俄四大钢琴学派中的三大学派就学深

造。

据王培介绍，肖邦的音乐以抒情见长，

其中的意境之美可以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找

到文化同理。此次音乐会，王培还将演奏

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4首玛祖卡、降B小

调谐谑曲、降A大调波兰舞曲，王培的爱

徒、省少儿钢琴大赛一等奖得主年仅7岁

的余子禾将登台演奏。

肖邦名作“E小调钢琴协奏曲”将在安徽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