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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宁夏出版业从无到有，呈现出勃勃生机。经历初创时各地各界无私支援、

艰难起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几易其名、几番波折、几近凋零，再到改革

开放中解放思想、积聚力量、大胆创新，成为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出版品牌，奠定了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宁夏出版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文化出版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更反映了几代出版人以“我们书业虽

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的文化责任和

职业认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史是我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黄河出版

传媒集团响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号召，积极探索出版体制机制改革之路，努力通

过“专、精、特、新”式的内涵发展与出版“走出去”相结合，走出适合宁夏

区情的出版发展道路。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民

政府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完成了体制各个环节的动作，成为自治区文化

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为实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加快宁夏文化发展集聚了正

能量。

改革、创新、发展是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永恒的主题。作为自治区骨干文化

企业，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以市场手段配

置出版资源，发挥文化传媒企业的独特优势，既要把握文化企业的意识形态属

性，又要积极引进资金，紧紧依托主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还要通过“混业经营”，通过出版和科技的融合，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实现集团化、数字化的转型。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走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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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夏出版产业发展的道路。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文化传播者的文化理想、文化态度、文化气质、

文化品格，不仅会引导传播内容的选择，还会影响文化传播的运作。黄河出版

传媒集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造“自尊、仁和、敬畏、崇贤、尚

德”的企业文化品格，以文“化”人，优化内外部发展环境，将高远的文化理

想和踏实苦干的精神结合起来，多多打造贴近民生、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需求

的，具有宁夏特色的，青史留名、泽被后世的精品出版工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重大部署。实践发展永

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要进一步

解放思想，拓展思路，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发展的步伐，勇于变革、勇于创

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启动新的“制度红利期”，转变发展方式迎接新的发

展周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简史》追溯了初创时期和改革开放年代宁夏人民出版

社出版事业的发展，梳理了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体制改革探索、实践的经验得

失，窥一豹而知宁夏出版事业、出版产业的全景，是对出版文化认识世界、传

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有利诠释，希望文化宣传工作者、

出版企业管理者及全体员工通过了解宁夏出版的发展历史，激发使命感、责任

感、自豪感，投身出版文化建设，为文化强区战略添砖加瓦。

是为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长　蔡国英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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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本墨香飘逸的书已经呈献在大家的手上——经过4个多月的辛勤努力，

这本反映我们集团改制以来简短历史的图书终于出版了。

以转企改制为内容的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的组建，意味着一个新型文化企业

的诞生，标志着宁夏出版业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也许它的历史还过于短暂，但

它代表了文化产业的一个方向，一个市场主体的雏形。虽然目前的改制只是初

步的、外在的，集团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距离还很远，它未来的路还

很漫长，但这是迈出的第一步，却是有意义的。历史需要将每一个关键的节点

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审视，而在它脱胎于母体萌生的过程中，具有记录的价值

和意义。

宁夏人民出版社是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出版社，其体量规模和市

场化程度比不上内地的出版社，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转企改制并且想成

为面向市场的企业集团，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事实是，脱胎于宁夏人民出版

社的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成为国内出版界改制速度较快的单位之一，受到了当

时业界的关注。201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同志视察银川

时到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调研，2012年黄河出版传媒集团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先进单位。

改制带来了活力和机遇，集团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升，但它也像任何新

生事物一样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各种挑战，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遗留了一些问

题。本届党委按照文化体制改革“三改一加强”的精神，切实把黄河出版传媒

集团打造成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使之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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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简史》力图在简短的叙述中展现在自治区党委、政府

领导下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的诞生，反映在集团党委带领下健康成长的历史，展

示集团各子分公司奋发有为的风貌。同时它还回顾了一个地方出版社从小到大

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一代一代出版人艰辛的创业过程。

在体例上，本书上中下篇各有侧重，上篇主要浓缩5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的

历史，虽然篇幅很小，但我们还是从中感受到老一代出版人对宁夏出版事业孜

孜追求的高尚情怀以及艰辛的创业过程，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激励黄河出版人更

加奋发向上、争先创优。

由于有关过去宁夏人民出版社现成的资料极少，一些保留下来的史料片段

来之不易，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只是在过去宁夏出版史志办公室搜集资料

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和加工。中间可能有大段的遗漏，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

和90年代中期宁夏人民出版社高峰期的事件和鲜活的材料，目前暂无条件和专

业人员去做，只能留待以后宁夏出版史志去完成。

中篇是本书的重点，也可以称为“总叙”，它的任务是反映黄河出版传媒

集团改制的历史，虽然真正改制的历史只有不长的时间，但它却承载了宁夏出

版业的一个历史，标志着宁夏出版阶段性的发展。出版改制改什么？如何改？

本篇反映了改制前的准备和酝酿，改制中的矛盾和冲突，改制中的政策安排和

员工的思想动态等等。本篇叙述了初步改制后的阶段性成果，展现了出版改制

后一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比较详尽地叙述了集团成立后的组织结构、为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做的努力以及转企改制之后的初步效果。

作为历史，我们知道应该采用动态的叙述方法，即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

物的思想动态进行归纳分析。反映改制中重要事件的过程、重要事项的形成以

及作为事件主体——人的思想变化，书中都有所体现，但总体感觉还是有些地

方固态的多了，动态的少了，“事”多了，“人”少了。

下篇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称为“分叙”，它的任务是从各个

子分公司的角度分别叙述各自发展的情况。各个子分公司的建立是改制后新

体制下的产物，是直接面对市场的经营主体和独立法人，它们的状况以及成

败直接反映了企业集团改制后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专列一篇叙述它们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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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同时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微观或个案的角度了解集团改制过程中经营

单位的变化与改制效果。下篇是由集团下属各单位编写和提供资料的，由于

出自多人，水平不一，写法多样，资料庞杂，编辑部做了大量的筛选、提炼

工作，有些进行了重写，最后形成了相对统一、简练的体例，基本反映出了

各子分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书是在集团党委领导下组织编写的，党委会于2013年5月决定出版《黄

河出版传媒集团简史》，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杨宝高度重视，不仅对本书的

出版做出总体的指导，还多次审读全稿，提出具体的意见，同时选编了全部

的图片，并进行了最终的统稿。郭光华副总经理亲自参与上篇的撰写，提出

全书篇章结构的设计和审读修改工作。其他副总经理也不同程度地参与本书

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具体的支持。各个部门和子分公司负责人，有些亲自编

写和审阅自己的材料，有些积极安排布置提供材料，很好地支持和配合了此

项工作的完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杨立国、贾羽、何志明、杨海军、陈浪、杨小飞等参

与了具体的编写工作，陈海洋、吕棣、王丽参与了统稿、编校工作，各部门和

子分公司负责人、相关人员提供了有关的资料，黄河艺术广告有限公司进行了

装帧设计和排版。 

本书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成果，许多参与人员为此认真工作、精心编纂、加

班加点，付出了许多辛劳。还有些基层员工默默无闻为本书提供了资料和帮

助，在此一并向所有编写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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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历史回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是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其前身宁夏人

民出版社是伴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而诞生的。五十多年来，为宁夏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　宁夏人民出版社历史简述

第一节　从初创到“下马”时期的出版部门

（1958~1962年）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决议，以原宁夏省行政区域为基础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

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全国掀起热情支援宁夏地区建设的高潮，

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每天都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干部和工程技

术人员。自治区党政领导非常重视新闻出版工作，拟成立出版机构，在自治区

工委的统一安排指导下，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开始紧张有序

地进行。

这个时候新闻出版领域的干部奇缺，宁夏工委派专人赴上海寻求支援。为

了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上海出版系统积极响应，采取普遍动员、自愿

报名、领导批准的方式，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带头作用。时任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布凤友在全社范围作了紧急动员，并带头于

当年10月携家属来到银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创作员陶干臣，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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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步升、洪荫培等在接到上级发布的有关支援边远省市建立美术出版机构的

通知后，满怀激情相约一起到宁夏去，打算帮助筹备和组建宁夏人民出版社的

美术部门，为改变西北地区美术出版领域的空白和贫乏的状况做出贡献。时任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会主席、编辑部负责人的共青团员李兆仁，响应党的号

召，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携带年届花甲的老母、妻子和四岁的

幼儿，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繁华的大城市，9月22日乘上西去的列车，26日到达

边塞古城银川。同期抵达的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解放日报等新闻出版单位的

一批支宁干部和专业人员。

创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在1958年的年末，次年元旦正式挂牌，

筹备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出版社组建时没有办公用房，便借用宁夏日报社的

两间土坯房开展工作。1958年12月，出版社筹备小组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的名义率先出版了《炼钢的人们》《宁夏回族

自治区概况》《宁夏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选辑》《毛泽东同志论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战士文艺》五本书，这五本书成为宁

夏回族自治区出版史上最早出版的图书。

               

1959年1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正式宣告成立，自治区党委书

记处书记甘春雷兼任社长，布凤友同志任副社长并主持工作。成立初期的出版

社只有布凤友、李兆仁、陈兴起、刘和芳、姚平、陆顺兴、刘国卿、蔡笃重、

邵秀娟9人。当时，由于受到条件限制，除编辑出版部门对外使用出版社名义

独立开展工作外，行政管理部门附属于宁夏日报社，编辑出版业务由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人事、财务、总务等暂由报社兼管。

这一时期，出版社职工主要是深入厂矿、农村、部队等基层搞调研，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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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和国内外形势，出版革命回忆录和面向各族群众使用的扫盲读本。

同年8月，出版社人数达33人，其中编辑24人。出版

社下设办公室、政治组、经济组、文艺组、美术组、编务

组、出版组。财务仍由宁夏日报社兼管。副社长布凤友，

编辑办公室主任李中，政治经济组负责人路倞、宫燕侠，

文艺组负责人李兆仁，美术组负责人李铁良、杨步升。其

间出版社抽调多名同志下乡整社。为配合形势，出版了

《怎样写革命回忆录》，接着组织本

区老干部并联系其他作者撰写出版了

《难忘的三十分钟》和《深山里的战

斗》以及《鲜花朵朵》《朝阳初升》

《回族歌谣》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出版社在初创当年，即出版本版图

书79种，课本37种，总印数达到278万册。

这一年，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运动使国家的民

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运动中，出版社副社长布凤友被错误地定为重点批判对

象并下放劳动（1962年5月作甄别结论）。

1961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从报社分出，编辑出版业务仍由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领导，行政管理由自治区文教厅领导。翌年5月，自治区党委决定撤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并入宁夏日报社，除了保留10人作为宁夏日报图

书出版部的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被调出或精减。自治区内使用“宁夏日

报图书出版部”印章，自治区外使用“宁夏人民出版社”印章。出版社的“下

马”，给宁夏的出版事业造成了很大的

损失。

出版社从筹建到撤并，其间出版

了许多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图书，主要有

《炼钢的人们》《战士文艺》《在毛主

席身边》《江姐》《渡江历险记》《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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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团圆》和《放羊娃》等，这些图书对于当时自治区各族群众获取文化知

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毛办”

（1963~1974年）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第二年，根据八

届十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出版工作的重心开始面向农村。1966年

9月，自治区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刷发行工作会议。翌年5月，“中央文革”宣传

组从首都出版、印刷、发行、物资部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抽调一支队伍，成立

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简称“毛办”）。它的名称上既无“中央”和

有关部委的机构名称，也不是国家编制系列内的管理部门，但它却在一个不短

的时期内，承担了组织全国出版部门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职责。在当代中国

的出版史册上它是特殊的一页。经过充分考虑和当时形势的需要，1968年2月

27日，毛主席著作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10月，宁夏日报图书

出版部划归自治区毛办时，仅剩3名工作人员（其余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

常规的出版工作实际已停顿。其间主要出版印制毛主席著作和学习册，分批共

印制《毛泽东选集》40万套，《毛主席语录》120万册。

1969年8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印章

启用。1970年4月，自治区毛办下属编辑出版组交自治区新华书店革委会管

理。1972年10月，自治区毛办根据中共中央 [ 1971 ] 43号文件批转国务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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