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体书店这样“变身”
本报记者 李华林

笔 者 工 作 单 位 坐 落

于 北 京 二 环 内 ，虽 被 成

片 的 老 旧 小 区 包 围 ，不

比 CBD 高 大 现 代 ，却 多

了份生活气息。老旧小

区 里 有 几 个 地 摊 服 务

点 ，钉 个 鞋 、修 个 自 行

车 ，便 宜 又 方 便 。 最 近

要帮部门新入职的大学

生 配 门 钥 匙 ，却 发 现 这

几 个 便 民 点 不 见 了 ，一

打 听 ，方 知 由 于 旧 城 疏

解 及 环 境 治 理 所 需 ，这

些点已被清理。

这 真 是 一 个 不 大 不

小的尴尬。城市管理水

平 不 断 提 升 ，马 路 更 宽

阔，街道更整洁，可一些

市民必需的服务网点也

因为与高大上的城市定

位不相符而逐步消失。

远 的 如“ 磨 剪 子 戗

菜 刀 ”等 吆 喝 声 早 已 消

失于胡同，就说近几年，

城 市 里 楼 房 越 来 越 洋

气 ，可 新 买 的 裤 子 无 处

扦 边 ，自 行 车 胎 瘪 了 不

知 道 去 哪 儿 打 气 ，找 家

干净的早餐点吃根油条

喝 碗 豆 浆 似 乎 也 难 ，缴

个水电气费用却无法在

一个窗口办结，理发店、

维 修 店 遍 地 开 花 ，但 服

务与收费良莠不齐。

这 些 提 不 上 台 面 的

琐 事 ，却 涉 及 社 区 商 业

的发展。

社 区 商 业 是 以 社 区

范围内居民为服务对象

的一种属地型商业，包括

零 售 、餐 饮 、美 容 美 发 、

家政服务等诸多行业，具

有商业和社会双重属性，

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和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

质量的大背景下，发展社区商业已经成为一项关乎

社会和谐、城市发展、环境宜居的重要工程。

国 际 上 社 区 商 业 起 源 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的 美

国 。 我 国 社 区 商 业 发 展 起 步 较 晚 ，却 已 有 很 大 发

展 ，早 餐 示 范 工 程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体 系 、标 准 化 菜

市 场 、连 锁 便 利 店 ，这 些 让 百 姓 的 生 活 更 加 便 捷 。

但出于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我国社区商业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找不到配钥匙点的现实尴尬就是真

实写照。

在笔者看来，我国社区商业的发展还处于初始

无序状态，缺乏整体规划及行业引导，零散于小区

的经营主体难成规模，具备行业影响力的连锁企业

较 少 ，一 些 公 共 服 务 类 项 目 包 括 便 利 店 、菜 市 场 、

维 修 等 供 需 矛 盾 突 出 ，档 次 不 高 ，种 类 不 全 ，代 收

代缴、预约上门等服务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好在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注重社区商业的

发展。近日，受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委托，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起草制定的《北京市连锁便利店行业规范

（试行）》和《北京市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规范

（试行）》已颁布实行，规定了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

合 体 的 具 体 设 置 与 功 能 要 求 ，对 蔬 菜 零 售 、餐 饮

（早餐）、便利店（超市）、家政服务、洗染等 11 个行

业或业态作出了详细规范。这是北京首次出台关

于便利店和社区商业的行业规范，业内普遍认为此

举将为北京社区商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及行业标

准，有利于社区商业提速发展。

发展社区商业需要激发政府和市场主体双方

的积极性，政府应牢牢把握方便社区居民日常生活

这一核心，引导市场主体不断拓展社区商业服务功

能和商业设施配套，建设以必备型商业服务业态为

主、其他业态为辅的多功能综合服务体系，既要涵

盖菜市场（店）、综合超市、便利店、药店、早餐店等

必备型业态，又要拓展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延伸

性功能。

歌曲《这个城市》中有一句歌词：“这个城市越

来越发达，可总是没有地方玩耍”，以戏谑的口吻唱

出了城市快速发展的无奈。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既

享受着城市发展的红利，也面临着无处修鞋配钥匙

的尴尬。发展好社区商业，或许能化解这种尴尬。

城市之大

，我们去哪儿修鞋配钥匙

王胜强

最近，连锁书店似乎成了各大商场的标配，而且多是融合书店、餐饮、文创

于一体的混合业态——

日前，智慧社区服务一体化建设暨铁路便民服务

进社区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上海铁路局上海站将自

助式火车票售票机从火车站“搬入”社区、高校等公共

场所，方便社区居民就近买票取票。这是技术人员在

位于上海浦东商城路 1177 弄居民小区内调试安装自

助式火车票售票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火车票售票机走进上海社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

（下称试点方案）日前正式公布。方案确
定，今年 6 月底前在河北邯郸等 12 个试
点地区启动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试点期限为 1
年左右。

两险将如何合并实施、实施后会不
会影响参保人的待遇发放等问题，有关
专家作出解读。

降低成本减少环节

李女士对生育保险有着深刻的体会
和无奈。自从怀孕后，只要是看产科，所
有的费用走的都是生育保险，平时医保
可以报销的硫酸亚铁等补血药在孕期却
报不了。那么合并实施后，像李女士这
样的情况能否得到解决？

试点方案明确提出，遵循保留险种、
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
路，推进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合 并 实 施 可 以 降 低 成 本 ，减 少 环
节。生育本身就是一种医疗行为，需要
检查、开药、住院、治疗等，和医疗保险密
切相关。过去两个险种独立运行、分开

结算，有时候很难区分。两个险种合并
实施后，有利于降低经办成本。统一参
保登记，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
覆盖的职业人群，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险
的大数法则优势，更好地保障生育职工
的生育保险权益。

扩大基金共济范围

两险合并实施后，钱该怎么收，收多
少？这是参保人员关心的问题。

按照试点方案规定，生育保险基金
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征
缴。试点期间，可按照用人单位参加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
之和确定新的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率，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同时，
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情况和
生育待遇需求，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建
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确定和调整机
制。

从基金管理角度看，这样规定有利
于提高征缴效率，扩大基金共济范围，也
没有增加用人单位的缴费负担；同时明
确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既可保障女
职工生育保险待遇，也为进一步完善生

育保险待遇政策奠定基础。

生育保险待遇不降

小李是一名准妈妈。她担心两险合
并实施后，会影响生育保险的相关待遇
发放。诸如小李这样的疑惑，试点方案
给出了明确答案：试点地区职工生育期
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生
育保险参保 1.84 亿人，当期基金收入
519 亿元，支出 527 亿元，累计结余 676
亿元，全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08 万人
次。生育保险制度运行平稳。

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生育医
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需资金从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津贴支付
期限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期限执行。

生育保险的待遇发放，主要是医疗
费用的支出和产假期间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的工资两部分。两个险种的合并实
施，不仅不会导致参保职工生育保险待
遇降低，而且将随着基金共济能力的提
高，更有利于保障参保人员的待遇。

合并不是取消险种

有观点认为，随着生育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是否意味着人们熟
悉 的 “ 五 险 一 金 ” 会 变 为 “ 四 险 一
金”？生育保险从此取消了吗？答案是
否定的。

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相比具有不同
的功能和保障政策，作为一项社会保险
险种，仍有保留的必要：一是生育保险
具有维护女性平等就业权益和女职工劳
动保护的独特功能；二是体现雇主责
任，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三是待遇
上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实报实销，同时还
有生育津贴 （占基金支出的 60%以上，
主要是平衡用人单位负担）。因此，这
次合并实施试点不是简单地将两项保险
在制度层面合并，不涉及生育保险待遇
政策的调整，而是在管理运行层面合并
实施。

推进两项保险合并实施，是要通过
整合两项保险基金及管理资源，强化基
金共济能力，提升管理综合效能，降低
管理运行成本。因此，合并实施不等于
合二为一。

两险合并将如何影响你我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正式公布《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

买书的癖好，从少年时就有。那时
住在小镇，方圆可达之内，仅有一家供
销合作社有书卖。父亲在县城工作，
偶得机会跟他进城时，最爱去的便是
新华书店，在软磨硬泡后总能得到一
两本连环画。小时候零花钱很少，买
书处于无望，后来听到“没有面包就没
有爱情”的话，也悟得没有钱就没有书
的真谛。终于有一天攒够了零花钱，
便第一时间买来小时候一直在邻居家
看 、心 心 念 念 很 久 的 一 套《聊 斋 志
异》，只是那个时候读的是白话本，自
己买来的是原文本。

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把每月有限
的生活费节省下三五元钱用来买书，基
本是《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之类。

随着年纪不动声色地增长，手头有
了日渐宽裕的闲钱。每次以总是要读
的理由，鼓励自己买来很多书。书买多
了，也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一，哪家网站购书体验更好。现
在去实体书店少了，一则没有多少打
折，二则自己拎书回来太重，三则检索
起来也麻烦。除了偶尔去旧书店瞅瞅
看看是否有遗珠可捡之外，都在网上购
书。在比较了亚马逊、京东、当当、中国

图书网和孔夫子旧书网站后，感觉亚马
逊和当当的种类最全，中国图书网则最
便宜。笔者是亚马逊的忠实用户，已经
和快递小哥熟到互加了微信。虽然亚
马逊的书要贵一点，却赢在有个已购图
书的提醒功能——书买得太多之后，常
常忘记自己买过什么书。

其二，出版社的猫腻多少可以发现
一些。比如，重印的非畅销书及文学类
书，几乎都是要加价的；换了一个硬壳封
面变成精装书，势必要加价；换一家出版
社出版，那是肯定要加价的；换了译者再
出版，多半也是要加价。加价出版，在出

版社是常态，可以忍，但有一些出版社的
做法，实在让人很难忍。《黑帮老大的一
天》与《城中城》，怎么看都是两本书。买
来后者看越发熟悉，原来就是多年前买
过的《黑帮老大的一天》，同一出版社，同
一译者，不同的书名，不同的价钱。

其三，书的定价越来越高。笔者
去年买了一本近 200 元的单本书，这
是笔者买书以来最贵的。尽管贵，但
并没有打消我买书的积极性，买得贵
并快乐着。

互联网产业，消费体验很重要，客
户也许因为非常小的一个原因，就可能
成为忠实的客户群体。市场有需求，则
使书商变换方式攫取利润。

2017年就这么来了，买书的行动也
已执行。没想到，春节之后见到的第一
个外人，便是亚马逊快递小哥。小哥送
上我买的颇沉的书后，问了句：大哥，新
年好哦！哈，一丝暖意立即浮上心来。

丁郢来北京后买的第一本书是马
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还是 2008
年，丁郢刚上大学一年级，他在书的扉
页用黑色钢笔写下“购于中关村图书大
厦，2008年 10月 23日”。

在新书的扉页上记录购书地点和
日期，是丁郢坚持多年的习惯。“很多年
后再翻起旧书，便能想起当天买书的情
景。”对丁郢来说，每买一本书都是一次
邂逅。

丁郢的大学时期，正是网络购书兴
起的时候。在互联网上买书，低价、便
捷，实体书店一本原价三四十元的小
说，当当网、亚马逊常常都有七八折优
惠，遇到活动，更是低至 5 折。和周围
同学一样，囊中羞涩的学生丁郢渐渐更
多地选择了在网上买书。大学毕业，一
清书柜，200 多本书，其中有百分之九
十购于互联网。“大部分书的扉页，都没
有记录。”丁郢有些怅然若失。

那几年，“实体书店消失”的声音此
起彼伏。让丁郢记忆最深刻的是，2011
年 7 月份，拥有 17 年历史，曾被誉为“北
京三大民营书店”之一的“风入松”书店
关门停业。同一年，民营书店“光合作
用”北京五道口店和现代城店，因为欠
下债务，遭遇图书供应商“抢书”。

“好的书店曾被认为是城市的文化
地标，但越来越多的书店消失在城市地
图中。”丁郢说，事实上，周围看书的人
并没有减少。只不过，人们往往先在实
体书店挑书选择，再去网上书店买书。
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实体书店
自付店租做网上书店的免费“展厅”。

这两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网络
购书也有缺陷。”丁郢比喻，买书也像买
衣服，你不去逛店，可能就错失了新的
发现，也不知道哪件更适合你。在网络
上，屏幕的展示空间有限，为了追求更

大的经济效应，商家总会把最畅销的几
本书放在首页，网上翻个三五页，都可
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反而是在实
体书店，书架上扫一眼，很多本都想看。

或许正因为这样，哀鸿过后，实体
书店开始复苏。在刚过去的 2016 年，
民营连锁书店似乎成了各大商场的标
配，“西西弗书店”全国新增门店 31 家，
平均每 12 天就有一家新店开张。另一
知名连锁书店品牌“言几又”去年新开
的 店 面 也 比 前 年 翻 了 一 番 ，达 到 13
家。除此以外，钟书阁、方所等书店连
锁品牌也在最近一年动作频频，陆续在
多地开出新店。

与传统的实体书店不同，这一轮实

体书店开业潮中，呈现出一个新变化
——大半都是混合业态。开店讲究规
模和品牌，在经营书籍之外往往融合餐
饮、文创等复合业态，强调设计、氛围和
体验。据称，目前业内有一个普遍的经
济规律：毛利的三成靠书籍、七成靠文
创和餐饮。

在丁郢家附近的西红门鸿坤广场，
去年新开了家“拾光书房”，也是这种混
合业态。书房占据了鸿坤广场的 1 至 2
层，一层是咖啡店，有宽敞舒适的沙发座
椅，购书结账后可以带到这里阅读。中
央大阶梯通往二层书店区，台阶上铺设
了软包坐垫，设计成免费阅读区，读者可
以拿上一本喜欢的书，随意找一级台阶

坐下阅读。因为位置够大，常常有人坐
累了，就躺着看书，也不会影响别人。

“这些新开的店铺，与其说是书店，
不如说是‘文化空间’。”“拾光书房”除
了卖书和咖啡，还卖艺术，举办摄影展、
画展。比如，最近正在展出的摄影师马
宏杰的“最后的耍猴人”，就吸引丁郢消
磨了一个下午。

喝杯咖啡，赏赏艺术，再挑几本书
带回家，在扉页写上“购于拾光书房，某
年某月某日”。如今，丁郢既会在网上买
书，也会去实体店慢慢挖掘冷门的好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和体验，互
联网购书和实体店购书已经不是此消彼
长的竞争对手，而是同行的伙伴。”

体验买书消费
吕大郎

▼ 目前，知名连锁书店品牌“言几又”的店面已经达

到 13家，这是北京西红门荟聚购物中心的言几又书店。

▲“拾光书房”台阶

免 费 阅 读 区 坐 满 了 读

者。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