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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阅读为什么那么难

姜天骄

4 月 23 日是一年一度的

世界读书日。随着互联网和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的

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都发生

了改变。据第十八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2020 年我国成

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

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

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的

接触率为 79.4%。

数字阅读受到现代人的

欢迎和追捧，一方面是因为

现代人阅读更倾向利用网络

条件和碎片时间，获得阅读

的满足；另一方面，现代人特

别是年轻人对短、平、快的阅

读需求与日俱增，读书更希

望能解决实际问题。

近年来，读者对于网络

内容的付费意愿越来越高。

以知乎为例，知乎在 2021 年

平均月付费会员数量为 510

万 ，较 2020 年 增 长 114.8%。

樊登读书 APP 运营 9 年来，

用户数已突破 5500 万，且稳

定盈利。

不过，让更多读者为阅

读付费并不容易。微信公众

号试水付费阅读的道路就很

曲折。尽管微信推行付费阅

读的初衷是想进一步激活原创内容输出，但是读者似

乎并不买账。新浪科技曾在微博发起调查，如果你订

阅的微信公众号开始收费，你会怎么做？其中，约七成

网友表示会取关，剩余大部分网友表示，会看文章具

体情况而定，只有约 2%至 3%的网友愿意付费阅读。

从读者的角度看，如果只是一般性阅读内容，免

费肯定优于付费。如果付费内容没有不可取代的价

值，读者一定会“用脚投票”转向免费内容。纵观那

些收费且盈利的内容平台，为用户提供“干货”是他

们敢收费的底气。在信息过载的互联网环境下，用

户对高品质内容的追求不是降低了，而是会变得更

高。只要平台把握内容专业品质，提供超越他们期

望的产品和服务，读者是不会吝啬钱包的。

付费阅读增长空间很大，但也不能一蹴而就。

阅读毕竟不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大部分国民的

阅读习惯还在养成阶段。因此，内容平台不妨为付

费和免费规划不同的内容库，匹配不同的产品渠道

及对应的收益体系。一方面，可以利用免费内容充

分激活下沉用户，拓展更多疆土，为企业带来更多增

量；另一方面，必须努力持续产出有价值的内容吸引

付费用户，进一步满足用户对优质内容的期待。还

要看到，付费阅读最大的阻碍也许不是会员费，而是

盗版。各种违规转载、盗版、抄袭、资源共享群的问

题是破坏行业生态的症结所在。只有保护好知识产

权，内容付费才能赢得更好的未来。

云上风景亦精彩云上风景亦精彩
本报记者 孙潜彤

疫情之下，“云展演”为文旅产业打开了

另一扇门。演出团体试水云端演出，在线上

纷纷破圈儿找到新增长点。动辄数以几十

万计的播放量，影响力远超过线下演出。

最近，辽宁芭蕾舞团 3 部原创舞剧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展播，意在助力抗疫，致敬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2020 年，辽宁芭蕾舞团首次尝

试线上直播就尝到了甜头，当时总播放量超

过 200 万。

“‘云展演’不是疫情防控下的救急手

段，而是艺术普惠的一条新路。”沈阳市文联

副主席王静说，比如高水平的戏曲、音乐会、

书画展，因展演环境的“小众化”，框定了它

的普及边界。而那些文化消费力不强的偏

远地区恰是渴求文化艺术滋润与营养的地

方。高水平的艺术展演，从线下搬到线上，

呈现方式变了，但内容依旧厚重鲜活，既有

高度也有温度。沈阳市文联正在组织艺术

家举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疫主题文艺

创作网络展”，仅仅几天时间网络展点击量

就超过百万人次。

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的“2022 年第

二季度国家公共文化云网络直录播”入选名

单中，辽宁省 6 场群众文化活动榜上有名。

“非遗传承·辽南鼓乐专场音乐会”等群众文

化活动将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进行

推广播出，进一步扩大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的

覆盖面。

让更多渴求文化之美浸润的心灵，在云

端与艺术相遇。辽宁省博物馆疫情期间闭

馆不闭展，省内外游客关注其官方微信公众

号，点击“了解辽博”就可“置身”辽博全景

VR 展线上数字展厅，在线欣赏精彩展览。

比如“江山如画——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国古

代立轴山水画展”，精选 66 件馆藏精品立轴

山水画聚集一展。

“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制作毛笔

的关键工艺⋯⋯”4 月初，沈阳胡魁章制笔工

艺传承人张忠新应邀在线上给文化遗产保

护志愿者做示范。辽宁拥有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前有 76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 产 项 目 ，294 个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如何保护、传承、利用这些历史文化遗

产以彰显辽宁文化特色？辽宁文化遗产保

护志愿者团队队长陈赫说，他们邀请了剪

纸、面塑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将这

些入门相对容易、所需材料较为常见的

非遗技艺通过线上课堂教给大家，让更多

“文化粉丝”能够在居家的日子里赓续传承

本领。

宅在家中不只观景，亦可“远游”。沈阳

市铁西区、沈北新区纷纷推出云端文旅推介

“云游铁西”“悦读沈北”。游客可以线上跟

随系列专题片一起来一场工业寻根之旅、踏

青赏花之旅。想“走”远些的，可以登录辽宁

文化云，看一场线上“云展播”，通过《辽河

文明》《辽宁长城》等 12 部与辽宁地域

文化相关的系列专题片一起去领略

辽宁省独特的地域风采和深厚的

文化积淀。

当 然 ，转 型 线 上 ，上 线

云端，如何从疫情期间的

应急状态，变为真正提

升品牌、产业收入的

新 产 品 和 新 服

务 ，还 是 文 旅

产业的一个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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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兰 牧 骑 续 新 篇
本报记者 余 健

茫茫草原，满眼青翠，生机盎然。远道而

来的乌兰牧骑队员们一落脚就先帮着牧民干

活，待和牧民一起忙完，简单吃上一口就开始

为牧民表演。蓝天为幕布，大地为舞台，还有

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蹈以及悠扬的马头琴

声⋯⋯这些都是留在马香花孩时记忆中的无

限美好。

马香花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

明安联合旗（简称“达茂旗”）达尔汗苏木牧

民，今年 60 岁的她说到乌兰牧骑总是竖起大

拇指。“这些年乌兰牧骑演出的设施设备变好

了，交通工具也改进了，但是他们深入农村牧

区、服务农牧民群众的传统一直没变。我们

农牧民跟乌兰牧骑之间深厚的感情一直没

变。”马香花说，自家的外甥现在就在乌兰牧

骑工作，“我们一家都为这孩子感到骄傲。”

从 9 人到 3500 多人

乌兰牧骑，蒙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

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1957 年，内

蒙古自治区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诞

生，当时仅有 9 名队员。老乌兰牧骑队员回

忆，过去的农牧民多居住在牧区和半农半牧

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走几十里地才碰到

一两个蒙古包是常事，农牧民文化生活相当

贫乏。正是这样的地域和人口特征，催生了

乌兰牧骑。

60 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和

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

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内蒙古一张亮丽

的文化名片，也赢得“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

帜”的崇高荣誉。截至目前，自治区共有 75 支

乌兰牧骑队伍，队员 3500 多名。

2017 年 11 月 21 日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牧骑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高光时刻。那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给了我们极大鼓

舞，更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当时

给总书记写信的 16 名乌兰牧骑队员之一，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长扎那现在说起这段经

历都还十分激动。

扎那介绍，听老一辈的乌兰牧骑队员说，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刚成立的时候，物资非

常缺乏。红旗、马车和几件乐器是队员下乡

时的主要装备。没有服装演员们就借用牧民

的衣服鞋帽来演出，没有口红就用红纸染唇，

没有眉笔就用烧过的火柴棍描眉⋯⋯即便如

此，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地工作，因为他们的演

出给农牧民带来了欢乐。

“这些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扎那说，过去乌

兰牧骑队员都是骑马、骑骆驼下乡演出，遇到

沙窝子里没有路，他们就背上道具和乐器步

行去给农牧民演出，“现在很多硬件条件都改

善了，但是乌兰牧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

初心一直没有变。”

扎那认为，乌兰牧骑之所以受到欢迎，接

地气是关键。“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了解当

地农牧民的需求，想要什么样的作品，想看什

么样的节目。只有农牧民喜欢了，才能传得

开、留得下。”扎那表示，目前队里正在创作关

于当地驻村第一书记的作品，希望通过作品

让人们对乡村振兴战略有更直观的了解，从

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绵薄之力。

哪里需要到哪里

4 月 14 日，达茂旗查干哈达苏木哈登哈

少嘎查人头攒动，一片热闹景象，原来是达茂

旗乌兰牧骑前来开展“送欢乐、送文明”基层

服务活动。

“我们乌兰牧骑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为

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

和关怀。”达茂旗乌兰牧骑队长恩和说，乌兰

牧骑队伍短小精悍、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

样，装备轻便灵活。乌兰牧骑的队员大多来

自农牧区，对农牧区比较熟悉。嘎查村、放牧

点、田间地头等都可以是他们的舞台。在各

地的演出活动中，队员们往往身兼数职。有

的既是报幕员又是歌手，既是舞蹈演员又是

器乐演奏员。在演出前后，他们还帮农牧民

做一些剪羊毛、修理农机之类的农活。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开展基层服务活

动，作为乌兰牧骑队员就应该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将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献给这

份事业。”达茂旗乌兰牧骑队员邢丽娜说。

在演出和服务上，全区乌兰牧骑着重满

足农牧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的综合需求。

“草原文艺天天演”惠民演出工程每年演出服

务 7000 场以上；“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

动以“乌兰牧骑+”的方式，为广大农牧民群众

送去温暖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广泛赞誉。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强化政策支持，出

台乌兰牧骑系列法规制度，保障乌兰牧骑事

业发展投入，有效推进了全区乌兰牧骑事业

发展。尤其是 2019 年 9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

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条例》，直接推动

乌兰牧骑走进法治化发展新阶段。

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

牧民呼格吉勒图是乌兰牧骑忠实的粉丝。今

年 55 岁的他不仅喜欢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对

乌兰牧骑提供的各项综合服务更是赞不绝

口。“他们在演出之余，会讲新的富民信息、政

府好的政策，教我们唱歌、弹奏乐器等。尤其

是对嘎查里的困难户，他们经常会给予各种

帮助 ，为 他 们 送 去 关 怀 和 温 暖 。”呼 格 吉 勒

图说。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为我们社区的联

建单位，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主动包联任务

相对较重的平房区。队员们的管控工作和后

勤保障服务都做得很细很认真，而且跟社区

居民联系得非常好。”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

杭盖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兼主任常玉珍则是对

乌兰牧骑队员的认真劲儿十分认可。

与百姓交流的最好窗口

“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

的声音和关怀”是乌兰牧骑孜孜不倦的追求，

而创作“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的作品则是

不可或缺的途径。

“这部剧以鄂尔多斯民歌《黑缎子坎肩》

为主旋律，歌、舞、白相间，讲述了一段荡气回

肠的草原爱情史诗，实在动人心弦。”来自包

头的陈凯在看完由乌审旗乌兰牧骑创排的蒙

古剧《黑缎子坎肩》后表示，剧里的演员表演

精湛、唱功扎实，尤其是剧里呈现的民俗风情

更是令人难忘。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的乌兰牧骑推出一

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符合乌兰牧骑特点，满

足农牧民和基层群众需求，易于传播、轻便灵

活、适合基层演出的文艺剧（节）目。蒙古剧

《黑缎子坎肩》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

乌审旗乌兰牧骑副队长胡雅格说，优秀

文艺作品是走进老百姓的最好窗口，同时也

是宣传城市的重要名片。“我们经常受邀参加

当地开展的文旅活动，也曾多次作为鄂尔多

斯文旅特色之一参与文旅部门到外地的旅游

推介活动。”

作为最喜欢到农牧民中间与农牧民面

对面、心贴心交流的乌兰牧骑，新冠肺炎疫

情的发生无疑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

影响，但他们也有办法。扎赉特旗乌兰牧骑

队长包俊杰说，受疫情影响，乌兰牧骑无法

实现下乡全覆盖演出，为此队里充分利用线

上渠道，开展线上演出、推送精品视频，使群

众可以享受到便捷、优质、精准的线上“点单

式”服务，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新需求。“我

们还选派队员参加线上培训学习，提升队员

专业技能。”

随着乌兰牧骑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乌

兰牧骑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乌兰牧骑式

的文艺综合服务团体纷纷涌现，其中“法治乌

兰牧骑”普法品牌的打造更是受到社会的关

注和认可。

以科尔沁右翼中旗（简称“科右中旗”）为

例，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法治文化建设

的积极性，继科右中旗乌兰牧骑接受兴安盟

法治乌兰牧骑授旗后，2019 年，科右中旗委全

面依法治旗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为旗内

16 支业余法治乌兰牧骑队伍授旗。目前，科

右中旗已建立 17 支法治乌兰牧骑队伍。其

中，专业队伍 1 支、队员 72 人，业余队伍 16 支、

队员 474 人。

“我们坚持把法治内容融入创作中，精心

制作好来宝《扫黑除恶长治久安》《反网络诈

骗》等多个文艺作品，每年宣传演出数十场，

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取得了在‘吹拉弹唱中

营造法治氛围、潜移默化里弘扬党史精神、田

间地头旁传播法治理念’的良好效果。”科右

中旗“老格好来宝”法治乌兰牧骑队长格日勒

图说。

2018 年 11 月 9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在为周边牧民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内蒙古乌拉特草原内蒙古乌拉特草原。。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李云平摄摄

2020 年，辽宁芭蕾

舞 团 首 次 采 用 线 上 、

线 下 联 动 的 方 式

进行展演。（资

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