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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新技术更新和品牌优化相辅相成——

寻找全民阅读的“消费经”
本报记者 李 哲

最新数据显示，88.8%的中国家庭都有家长陪小孩子读书的习惯，可见国人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爱读书。经过了全民阅读活动 10 年来“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崇尚阅读的热潮在全社会逐渐升温。浓浓

书香在推动国民素质增长、国家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滋养了相关产业发展。

阅读产业蓬勃发展

在 “2014 全 球 出 版 业 50 强 排 行
榜”中，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 15 亿美元
的营业收入排名第 14 位，中国教育出版
传媒集团也荣登榜单。

与过去几年的入围情况相比，我国
企业的位次不断提升。对此，中国出版
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表示，“这个排名反映
出中国出版业在全球的上升趋势，也折
射出改革给中国出版业带来的勃勃生
机。”

据统计，2013 年，中国图书总印数
为 83.1 亿册 （张），同比增长 4.9%；图
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770.8 亿元，同比
增长 6.5%；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和出版社
自 办 发 行 单 位 实 现 出 版 物 总 销 售 额
2346.2亿元，同比增长 8.6%。

可以说，图书出版发行的每一个数
字背后都有着阅读行为的支撑。为了实
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目
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力推丰富优
秀出版产品的供给，并不断完善针对不
同读者群体的优秀读物推荐机制，先后
开展了“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
书和百种优秀电子音像出版物”、“向全
国少年儿童推荐优秀少儿报刊”、“大众
喜爱的 50 种图书”、“优秀网络文学原创
作品推介活动”等活动。

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了“2014 中国好
书”，引发了全民阅读的又一高潮。据统
计，2014 年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传统
纸质媒介和新兴媒介的时长均有不同程
度的提升，传统媒介中，纸质图书阅读
时长增势较为明显：人均每天读书时长
为 18.76分钟，同比增长了近 40%。

事实上，全民阅读的氛围日益浓
厚，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
阅读量还是相形见绌。调查显示，2014
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56
本，这个数字甚至不到一些国家的一
成。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战略部署，《政府工
作报告》 连续两年提出“倡导全民阅
读”。

移动阅读成新金矿

随着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
“低头一族”数量越来越多，“低头看手
机”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经常性行为。据
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
示，2014 年，我国成年公民人均每天手
机阅读时长为 33.82 分钟，增长迅速，
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与电脑基本持平。

打开某品牌的手机阅读软件，记者
看到，不少网络文学的阅读量都达到了
数千万人次。对于那些连载形式的作
品，更是有无数铁杆粉丝“坐等更新”。
业内曾有“1000 个读者养一个作者”的

说法，而借助移动阅读的渠道推广，不
少畅销网络文学写手的拥趸数量远超了
这个数字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万倍。

“在手机阅读软件里，有‘打赏’功
能，读者对自己喜爱的作者可以进行真
金实银的奖励。曾经有一个读者一次性
就给他推崇的作者打赏了 100 万元人民
币。”阅文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移动阅读的火爆由此可见一斑。而

当下，读者对花钱进行数字阅读，也从
不可思议变为了欣然接受。以整合腾讯
文学与盛大文学成立的全新的阅文集团
为例，其拥有中文数字阅读最强大的原
创品牌矩阵，无论在内容储备、用户量
级还是 IP 拓展成果等方面，都占据着优
势，其拥有近 1000 万部作品、400 万创
作者队伍，已成为中国网络文学、数字
出版史上迄今最强的运营主体之一。

数字平台有望成为“全民阅读”最
先实现的地方，阅文集团 CEO 吴文辉说
道，目前“不让作家继续清贫，不让读
者无书可看”的网络文学梦想已经实
现，通过全阅读生态战略，集团将继续
向全民阅读的目标而努力。据悉，该集
团目前拥有近亿名访问用户，年收入近
20亿元。

品牌活动拉动消费

“坐地铁的时间=阅读的时间”，许
多武汉市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阅读习
惯。世界首创的武汉“书香地铁”工程
自 2012 年开展至今，其自助图书馆累
计借出了近 20 万本书。“一上地铁就看
书 ” 成 为 部 分 武 汉 市 民 的 “ 条 件 反
射 ”， 他 们 的 阅 读 消 费 习 惯 也 逐 渐 形
成。在目前纸质报刊发行量不断下降的
形势下，《武汉地铁报》 的发行量已稳
定在了 20 万份，《大武汉》 地铁刊每期
发行达到 5 万份。

全民阅读品牌活动开展 10 年来，日
渐丰富。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等 400 多个城市常设了“北京阅读
季”、“书香上海”、“书香荆楚”、“书香
岭南”、“三湘读书月”等读书节、读书
月活动，每年吸引 7 亿多名读者参与读
书活动，有力拉动了阅读消费的增长。

2013 年海南省举办的第 23 届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出版物订货达 11 亿元，
主分会场零售累计近 0.4 亿元。2014 年
上海书展销售超过 0.8 亿元，参加的读
者达到破纪录的 40万人次。

在我国广阔的农村，农家书屋的建
设和应用也如火如荼。记者了解到，目
前，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共投入资金 200
多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120 多
亿元，推动 10 亿册图书进农村、进社
区，已经覆盖全国 60多万个行政村。

北京阅读季引爆读书热潮——

就爱你，阅读
本报记者 李 哲

上海书展引领有品质的阅读——

四溢吧，书香
本报记者 李治国

4 月 18 日晚，在有着千年历史的北
京通州区古运河旁，百余名小朋友的琅
琅书声让人陶醉。在一首首经典篇章的
吟诵声中，“就爱你阅读”第五届书香中
国·北京阅读季由此拉开帷幕。

“作为首都，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丰厚的阅读资源。”据北京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伟介绍，自 2011 年设立
至今，北京阅读季已开展各种读书活动
3000 余场，逐步发展成为融合各种阅读
资源的政府服务综合平台，成为北京市
民喜闻乐见的品牌文化活动。

今年 4月 23日恰逢世界读书日 20周
年，阅读盛宴遍布京城。读书日当天，
在平谷区大华山镇中心小学，12 个班的
孩子们兴奋地参与着别开生面的阅读公
开课；在北京出版集团，著名演播艺术
家李野墨正朗诵着 《平凡的世界》 精彩
片段；在西单图书大厦，《北京：中轴线
上的城市》 绘本作者于大武带领着读者
共读北京、共画北京；而在知名的文艺
阅读空间“单向空间”，一场 12 小时的
马拉松接力诵读彻夜不休，爱书的人们
一起在这一天做一件疯狂的小事——大

声朗读，从黑夜到白天。
从 2014 年起，北京阅读季成为首家

国家级全民阅读品牌。在推广全民阅读
的道路上，北京阅读季肩负起了更重的
责任，需要在首都营造浓厚的阅读氛
围，也需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具有示范
作用的全民阅读推广模式。

在前四届的基础上，北京阅读季今
年推出了阅读人群细分的概念，有针对
性地策划了北京大学生读书节、北京少
年读书节、亲子阅读月、女性主题阅读
周、公务员阅读汇、北京企业“智慧中
枢”阅读行动计划等系列活动，加大了
对学龄前儿童、大中小学生、公务员等
重点人群的阅读引导和服务力度，通过
差异化阅读活动，增强阅读推广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精彩纷呈的活动之外，北京阅读季
还将建立健全资源整合、业界展示、服
务群众的平台，集体验、展示、互动于
一体。通过“品阅书香”千场名家面对
面活动、数字阅读体验活动、读书益民
工程活动等，让百姓体验阅读之美、阅
读之乐，真正让书香飘满京城。

提起“书香上海”，人们立即就会想
到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会想到“解放
书单”、“思南读书会”。拿上海书展来
说，上海书展走过的十年历程，辉煌历
历在目。数字攀升，最能直观说明上海
书展十年的飞跃：自 2004年首届上海书
展举办以来，参展出版单位从 170 多家
增加到 500 多家，文化活动从 170 余项
发展到近 700 项，参加书展活动的海内
外嘉宾、作者、学者和文化名人从 100
多位增加到近千位，勒·克莱齐奥、迈克
尔·苏立文、大卫·米切尔、莫言、余
华、易中天、王安忆、苏童等中外知名
作家，共赴这场盛夏的阅读嘉年华，为上
海增添了浓郁的书香。著名作家、诺贝尔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莫 言 由 衷 地 赞 叹 ：“ 上
海 这 座城市因阅读而成为全世界最美
的城市。”

为了让上海书展的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上海书展组委会已联手 17 个区县，
在上海全市区县图书馆、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农家书屋等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全民阅读活动。“未来，我们
可能还会将眼光放到更多学生组织的读

书会，在资源、经费上给予他们支持。”
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说，“毕竟，读
书最终还是要靠自发，我们所能做的，
是搭建一个平台、铺设一条道路。”

“所谓书香城市，需要浓缩书香的空
间，需要这个空间给予人激励的氛围，
这就是上海书展的使命与价值所在。”徐
炯说，未来十年，上海书展将不再“追
求数量和规模”，而是要引领有态度、有
品质、有价值的阅读，让世界一流的作
者、学者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相遇。

如果说上海书展只是每年夏季的阅
读盛宴，那么，全民阅读推广已经成为
上海新闻出版服务亮点。“解放书单”、

“思南读书会”等品牌阅读活动受到市民
欢迎。记者了解到，今年，仿照“思南
读书会”模式，上海还将推出多个常态
化品牌读书会。针对“走出去”环节则
将创设“上海翻译促进计划”，帮助发现
并以多种方式协助有能力和热情的国外
人士翻译沪版图书，创制并在国外主流
发行渠道推出介绍中国文化、讲述中国
故事的外文出版物，探索利用按需印刷
平台建立图书“走出去”新渠道。

阅 读 究 竟 是 什 么
敦 临

如果为“全民阅读”画一幅全景图，

会呈现出何种景象？假设在春秋战国，

也许是诸子百家各自手捧竹简；假设在

德国日本，也许是地铁乘客安静地翻着

书页；而在今日的中国呢？那必定是一

幅包罗万象的丰富图卷。

阅读是手捧书香，墨香若有若无，纸

页沙沙作响。或在穹顶高耸的图书馆里

沉默翻阅，或在和煦阳光下大声朗读，抑

或三五好友就着好茶互相分享读书的喜

悦与困惑⋯⋯纸质书带给人类的独特感

受无可替代。不论技术如何发展，时代

如何进步，纸质书终究不会消逝。

阅读是网络畅游，轻点鼠标，神游万

里。无论你想了解国外最新的论文成

果，还是中国古代的青铜铭刻，都可以在

网络阅读中一一实现。学富五车的鸿

儒，藏书无数的书院，恐怕都难敌百度瞬

间的搜索。

阅读是手机做伴，碎片化浏览，海量

信息中选取对自己有用的那一部分。拿

起手机，读者便可以在微信中读到好友分

享的美文，可以在微博中看到各路大侠的

观点，可以在读书软件中看你最爱的那一

本小说。这一切，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

阅读是高级社交，更是心灵对话。

“读遍好书，有如走访著名的古代前贤，

同他们促膝谈心。”正如法国哲学家笛卡

尔所言，阅读就是交流。在连载文学大

行其道的当下，读者今日最想看什么，写

手们明天就写什么，这让交流从单向变

为了双向甚至多向。

倘若更进一步看，阅读是指从视觉

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文字、图片、

符号、视频等等都可以算作视觉材料。

阅读的载体、形式和外延随着时代而不

断变化。

在 当 下 ，数 字 阅 读 的 大 势 不 可 逆

转。不过，在庞大的阅读产业之中，纸质

书能占到的比例又有几何？因此，坚守

内容、广开渠道、从衍生服务中开发产品

才是应有的思路。

案 例

①全民阅读推广以来，为广大

读者提供了许多优秀出版物。图为

小朋友在北京家乐福超市图书销售

区看书。

②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小朋友们正

在阅读《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绘

本图书。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①①

②②

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讯 记者李哲报道：在外墙布
满爬山虎的“单向空间”花家地店里，一场 12 小时不
间断的接力朗读马拉松正在进行，人们大声朗读，彻夜
不休。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全国各地都准备
了丰富的阅读盛宴，全民阅读掀起新高潮。

要读书更要读好书。“2014 中国好书”今日揭晓，
为了给好书寻找读者、让读者发现好书，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推出 63 本 2014 年出版的新书入围，通过大众网络
投票和专家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 30 本年度优秀
图书。据悉，“中国好书”下一步将走进学校、走进社
区，通过全国联展掀起全民阅读“中国好书”的热潮。

名家带你走进阅读。今日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
“阅读，向大家致敬”文化论坛上，读者们和文化名家
一起重温经典；《外交官亲历丛书》、《北京：中轴线上
的城市》 等作品的作者在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与
读者亲切互动，传播书香。

阅读精神走进基层。在全国妇联的组织下，农村进
城务工妇女们捧起书本，大声朗读。在平谷区大华山
镇，别出心裁的乡村阅读公开课极大地点燃了孩子们的
阅读兴趣。

24 小时阅读不打烊。今天，三联韬奋 24 小时书店
海淀分店开业。越来越多公共阅读空间的出现，让读者
可以随时随地进入阅读状态。

众多书商共同让利读者。满 100 赠 50，走进西单
图书大厦，醒目的优惠活动标语映入眼帘。据了解，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发布 《在 2015 年“4·23 世界
读书日”期间开展优秀出版物展示展销及优惠售书活动
的通知》，全国各地书店积极响应，为读者提供优惠价
格，延长服务时间。

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了解到，今年是第
20 个世界读书日，也是全民阅读活动开展的第 10 个年
头。10 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显著提高，书香社
会建设快速推进。接下来，我国还将在供给优秀读物、
完善阅读设施、让阅读深入基层等方面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工作。

世界读书日点燃全民热情

本报讯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借助
“4·23 世界读书日”契机，各地纷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读书热情，营造全社会读书向学的
浓厚氛围。

“阅读是为了活着”，4月 23日，辽宁省沈阳市浑南一
小的课堂上传出稚嫩的声音，他们在诵读法国小说家福
楼拜的名句。每天坚持课外阅读已成为这所小学的特
色。同一天，辽宁省第四届全民读书节暨第七届沈阳全
民读书月拉开帷幕，重点图书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
企业、进乡村、进军营“六进”活动深入开展。

辽宁省通过“五大平台”推广阅读活动。其中，依托
广播电视平台，开设读书沙龙、名家访谈、佳作推荐等；依
托出版发行单位平台，组织新书发布、名家签售、微博营
销等；依托报刊媒体平台，开辟专版、专栏和刊发相关文
章；依托各级各类图书馆平台，组织读者活动周、流动图
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开放日等活动；依托新媒体平台，向省
市内的手机用户定向发布公益性阅读推广信息。

从 4 月 19 日起，2015 年“书香安徽阅读季”拉开帷
幕。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单位
主办的本次活动，以“悦读江淮·书香安徽”为主题，安排
14项重点活动，活动将持续到 7月下旬。

“书香安徽阅读季”分为机关阅读、惠民阅读、悦读共
享 3 个阶段，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激发干部
群众的读书热情，营造读书向学的浓厚氛围。根据活动
安排，今年“书香安徽阅读季”将举行“省直机关读书月”
主题报告会、“我与名著有约”读书征文、阅读惠民“七进”
活动、“经典阅读让生活更美好”专题讲座、全省读书知识
电视大奖赛等 14项重点活动。

4 月 23 日至 5 月 23 日，黑龙江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书香中国·龙江读书月”活动。

自 2009年黑龙江省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来，各
地各部门直接和间接投入资金 3 亿元，搭建各类阅读平
台 2 万余个，建设农家书屋 10040 个。“龙江读书月”活动
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9 大项 40 余小项阅读推
广和主题读书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图片展览、送书服务、
少儿活动、持证读者优惠购书、公益培训、共享工程播放、
数字资源推广等。

4 月 22 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西安铁路局联
合 举 办“K165 次 列 车 流 动 书 屋 ——《平凡的世界》主
题读书会”活动，以“打造书香列车，助推书香中国”为主
题，倡导旅客放下手机捧读经典，在西安开往延安的
D5090 次高铁列车上，朗诵路遥《平凡的世界》经典片
段，与旅客们进行文学交流，引导大家树立“开卷有益”
理念。

2013 年 12 月，西安铁路局就在 K165 次列车上开办
了全国首家列车书屋。一年多来，“列车流动书屋”途径
9 个省市行走 15 万公里受益人群达到 20 多万人次，受到
广大旅客的好评。

4 月 23 日，江苏首个全民阅读日大型活动在南京玄
武湖举行。由南京凤凰书城、大众书局、先锋书店组成的
湖畔书市，引来无数市民的眼球。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翼青说，只有与
经典文献背后的心灵进行亲密的交流和无间的对话，人
生才能更加睿智。这一次由政府推动、全民阅读者、领读
者联盟参与的阅读推广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更多的
平台，让阅读真正成为重要的生活方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在活动致辞时
说，江苏的全民阅读活动应以首个江苏全民阅读日为契
机，建立全民阅读活动长效机制，加快建设书香江苏，为
书香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倪伟龄 文 晶 张 毅

薛海燕、通讯员 姜学魁 吴爱梅采写）

神州处处闻书香
——各地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