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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2日话题·评论B4

编者按：
春光明媚好读书，当前，全国各地的阅读活动逐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提倡多读

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全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建设书香社会的前提，是

鼓励社会成员多读书，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氛围。本期，我们就来看看大

家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找准抓手
共建书香社会
孙邦明

读书益处，毋庸置疑。然而倡导全

民读书，构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书香社会，非一蹴而就，受多种现实

因素的影响，这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

期过程。

爱读书，在“爱”字上下功夫。爱读

书，在于读书的自觉意识和良好的习

惯，不因年龄大小、时间有限、琐事忙碌

而掣肘，随时随地心存一份读书的爱

好。养成全民读书的自觉意识和习惯，

要靠政府长期的引导与营造，各宣传机

构开辟定期读书专栏，企事业单位实实

在在的落实，社区送书上门等。既要在

“读书日”搞得轰轰烈烈，更要注重平时

的“润物细无声”，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

阵地、公共场所和设施，巧妙地嵌入书

香因素，让老百姓闻得到书香，听得见

书声，氤氲在书香氛围之中，真真正正

地爱上读书。

读好书，在“好”字上做文章。如何

读好书，在于官方宣传和出版机构定期

推荐好书，消费者能买得到、读得到好

书。宣传出版机构要积极出版各类接地

气、能陶冶人情操的好图书；媒体平台

可辟出专栏，定期推介近期出版的好书

或曾经的不朽经典，定期开展好书推介

或读书心得等读书活动，让老百姓随处

看得见、随手摸得着，才能渐渐养成习

惯。要大力加强实体书店和城乡书屋建

设，让老百姓出门“一公里”就能见得到

书店，就能随手买到或读到好书。

善读书，在“善”字上强引导。善读

书，在于读书要讲究方式方法与技巧，

让老百姓借鉴之，提升全民读书的效

果。不少报刊积极推介好书新作，不少

单位开展读书活动，定期介绍名人和普

通人好的读书方法，值得点赞。常见的

读书方法有很多，读者可以针对不同文

本和求知需要，结合自己的年龄，交叉

综合运用泛读、精读、通读、速读、略读

等方法。积极引导老百姓开展深度阅

读，读经典、读家书、读人文历史等，避

免阅读的碎片化和快餐化；提倡再读，

有价值的书不能只读一遍，可以重复学

习，“温故而知新”；提倡写读，古人云

“不动笔墨不读书”，俗语也有“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之说，将读书与作摘录、记

心得、写文章结合起来，手脑共用，不仅

能积累大量的材料，而且能有效地提高

写作水平，增强阅读能力。

因此，只需各方找准抓手、精准发

力、慢工细活、方可静待开花结果。

阅读立法
让“书香”更有保障
付彪

“全民阅读”连续多年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体现了国家对阅读的重视。近

年来，各地政府落实中央部署，阅读立

法不断提速。根据媒体梳理，江苏、湖

北、辽宁、四川、吉林、黑龙江、广东、河

南、深圳、烟台等多个省市先后通过并

颁布地方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法规。对

此，有人也许不理解：难道让所有的老

百姓必须读书？政协委员白岩松曾作出

回应：“立法不是要约束老百姓读书，而

是要让老百姓把读书当成像吃饭一样

的硬需求，来约束各级政府保障老百姓

读书的权利。”换言之，为阅读立法，是

让“书香”更有保障。

全民阅读不仅关乎国家、民族长远

发展，也关乎每个公民的文化权利。目

前，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通过立法推动

全民阅读。比如，韩国、美国、日本、俄罗

斯等国家都出台了相关法规，旨在用

“法”的形式，为全民阅读优化环境、创

造条件，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阅读

权利，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全民阅读涉及范围广，不仅涉及政

府部门，还涉及到图书馆、学校、企业

等，以及家庭和个人。通过立法，可以有

效整合各方力量，促进全民阅读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日前，《宁波市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波成为浙江

省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

城市。以宁波为例，《条例》不仅对公共

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作了规定，还

针对未成年人、视障人士、老年人、服刑

人员、羁押人员、戒毒人员和社区矫正

对象等人群提供阅读服务作了规定。可

以预见，随着以更丰富的形式推广阅

读，全民阅读的受益面也将越来越广。

再比如，该《条例》中对公共阅读服

务设施、公共图书馆建设、数字阅读设

施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不仅明确将全民

阅读基本公共服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公共图书馆等基本公共设施建设

纳入本级国土空间规划，还规定公共图

书馆应为公众免费提供 24 小时自助借

还、开放阅读服务的公共阅读空间。同

时，建立激励机制，对在全民阅读活动

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家庭和个人予

以宣传、激励；固化原有的阅读品牌，增

加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设立读书月、

书香日等，为更好地推广全民阅读、挖

掘阅读的乐趣，提供了法治保障。

让阅读成为全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范、引导和

保障。期待更多地方通过立法全力保障

地方阅读活动开展，让书香充盈每个家

庭、充盈全社会。

单位图书馆
不妨向公众开放
刘明礼

4 月 23 日 ，是 第 25 个“ 世 界 读 书

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会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鼓励人们多

读书，以唤起全社会的阅读欲望，努力

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实现“书香

社会”的美好愿景。

莎士比亚曾说：“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阅读，对人成长的

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读一本好书，就像

是与一位睿智的长者促膝交谈。“腹有

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读书的厚度，往往

决定着他人生的高度。良好的阅读习

惯，让人受益终身。而一个民族的精神

状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的阅

读水平。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

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在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在创新发

展一日千里的当代社会，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学习型社会是形势所迫，也是我们

的必然选择。提高国民素质，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神州大地

处处书香，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才美好可

期。在向着伟大中国梦昂首前进的今

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营造一

个书香浓郁的社会，因为只有人人崇尚

读书，才能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只有

人人参与阅读，才能彰显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只有形成全民阅读的风尚，我

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目前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

平还差强人意。2019 年 4 月 22 日，在第

24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亚马逊中

国和新华网联合发起一项“2019 全民阅

读大调查”，收到近 14000 份有效问卷。

该调查报告显示，只有近 5 成的受访者

过去一年阅读总量超过 10 本；尽管 9 成

受访者认为读书非常重要，但是每天读

书超过 1 个小时的受访者仅占 36%。当

然，由于调查采取的是网络形式，所以

涵盖的人群还大多是城市居民。假如该

调查再延伸至广大农村或网络欠发达

的地区，恐怕将进一步拉低阅读人群的

比例。

笔者以为，大众的读书量偏少，有

读书习惯方面的原因，有社会导向方面

的原因，更有条件限制方面的原因。我

国的公共图书馆普遍偏少，很多城市仅

有一座，县级以下的城镇甚至没有。资

源短缺、阅读不便，成为影响和制约公

众阅读的一大软肋。

而实际上，社会上的图书资源并不

少。比如说学校，上至大学、下至中小

学，都有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室）；再比

如一些机关、院所、企事业单位等，也都

有一定规模的藏书。与公众借书难、看

书难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些单位的藏

书却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闲置的状态。如

果这些单位能拆掉借书这堵“墙”，打开

阅读这扇“门”，把读物拿出来与民众

“共享”，既盘活了资源，提高了读物的

利用率，又大大地方便了居民就近阅

读。仅以中小学为例，目前全国约有 120

万所，相当于有 120 万个图书馆（室）。如

果能够开放共享，无疑将成为全民阅读

的有力推手，对于提高全民的阅读水平

是一件大好事。提供便利，让读书成为

一种全民文化，成为每个公民的行为习

惯，国强民富就将可期。

充实阅读载体
让城市书香充盈
甘武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可是

全民读书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热爱学习的传

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腹有诗书气自华”等

经验之谈都表明：阅读可以改变人生，

阅读使人充满希望。读书是人们完善自

我、提升自我的重要途径，它能帮大家

提升幸福感。

而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要推动全民阅读，政府就要构建与充实

阅读载体，如加大图书馆的建设力度、

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线下服务的同

时延伸线上的数字化图书馆等，以更加

便利的方式服务市民阅读。在多元化阅

读时代，引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以阅

读提升市民素质，使更多市民参与阅

读，在阅读中传递书香，收获快乐，也是

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精读一本好书，点亮一盏心灯。对

于市民来说，有了充实的阅读载体后，

如何读好书呢？笔者以为，读书应当转

变观念，在读与自身职业相关书籍的同

时，多读“闲书”，即多读人文社科等书

籍，那些书籍具有思想性、文化性等特

点，尤其是名著，更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市民可以多读此类书籍，促进个人素质

和文化素养提升。

一座城市因阅读而精彩非凡，一座

城市因阅读而令人尊重，一个书香充盈

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随着城市公

共阅读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图书馆

等公共阅读场所越来越多，会有更多的

市民亲近图书，使阅读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选择和终身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就

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书香；少一些腐

臭气味，多一些文明景象。当阅读真正

成为每位市民的习惯时，“书香”必将成

为城市最特色的文化品牌。

阅读“e时代”
仍需读好书
周荣光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发布

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

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

读率为 81.1%，较 2018 年的 80.8%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

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

的接触率为 79.3%，较 2018 年的 76.2%上

升了 3.1 个百分点。从调查结果我们也

不难看出，2019 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

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

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均有所增长。

阅读进入“E 时代”，这一趋势并不

让人意外。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

时代，身边充满了互联网的踪迹，智能

化的设施也越来越多，不仅政府的窗

口部门，还有银行、车站、超市以及居

民缴水费电费等，都已相继推出智能

化服务系统，甚至连街头的小吃摊、农

贸市场的蔬菜摊等，都可以扫二维码

支付。既如此，面对数字内容平台越来

越多，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让阅读

终端越来越便利等现实，数字化阅读

量大增，就成为了不争的现实。

也有人疑问：古往今来，人们都信

奉开卷有益；阅读进入“E 时代”的当

今，数字阅读能否延续对阅读的“神圣

感”？笔者以为，对此不必有太多质疑。

纸质书与电子书只不过是阅读时呈现

文字知识的方法不同罢了。因此，无论

是读纸质书还是读电子书，选择哪种

形式实际都关联不大，重要的是在阅

读方法上要倡导精阅读，在书籍选择

上要注意读好书。

所谓精阅读，主要是指读书的态

度，进而推论到读书的方法。书籍是知

识的总汇，能让现代人看到无法用肉眼

直接看到的早已远去的历史；书籍是智

慧的结晶，能使人聪明；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有志向上的人一定要勇于攀

登书籍这部天梯。笔者觉得，读书可以

明志、怡情、养性，更能提升道德品质和

精神风貌，规范个人的文明行为。读书

能倡导高雅乐趣，更能抵制低俗不良。

把书籍看活了，就会触及灵魂，净化我

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要不断激发

持续增长的读书热情，倡导更高的阅读

追求，改进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水平，从

“浅阅读”走向“深阅读”“精阅读”，使阅

读点亮心灯，激发智慧之光。

所谓读好书，即书籍的选择上无论

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都需要读文字内

容更好、更优质、更有品位的书。要特别

注重于读经典、读名著。经典名著是经

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典范

作品，是阅读者了解历史、认识社会、创

造新知的不竭源泉和提高文化品位、促

进精神发育的上佳途径。为此，各国曾

对青少年读书都有相关的规定，譬如美

国教育机构要求高中学生必读二十多

部 经 典 著 作 ，像 莎 士 比 亚 的《哈 姆 雷

特》，弥尔顿的《失乐园》，柏拉图的《理

想国》，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等。

英国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譬如要

求七至十一年级的学生阅读两部莎士

比亚的戏剧，1900 年前两部重要作家的

小说和四位重要诗人的作品。我国教育

部颁布的“语文新课标准必读丛书”包

含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古典名著，《骆驼祥子》《女神》《雷雨》等

当代名著和《唐·吉坷德》《巴黎圣母院》

等外国名著。这些中外名著都是经过时

光甄选的、散发着人类的崇高精神和博

大情怀。读这些经典名著，对于阅读者

丰富精神生活、升华思想境界、提高人

文素质，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

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更自觉地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将读书学习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追求，努

力 做 到 勤 于 修 身 、善 于 学 习 、敢 于 实

践，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