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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字入目到声声入耳
“有声阅读”正怎样改变你我生活

趁着打折，一口气买了好几本新
书，结果一直放在书架上“吃灰”；好不
容易翻开一本，没读几页就被微信、电
话打断；电子阅读虽然方便，但时间长
了眼睛得不到休息……

面对种种读书“困境”，时下越来
越多人选择在音频类平台上听书，“有
声阅读”正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声音陪伴”
越来越多人愿意为耳朵付费

右手握着牙刷在唇齿间摆动，左
手娴熟地在手机上打开音频App……
夜幕降临，沈阳“90后”赵聪琪一边洗
漱，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主播讲述《激
荡三十年》书中的故事。

“平时工作忙，这本书买了大半年
都没来得及翻开。”赵聪琪说，偶然发
现音频上有主播在讲，现在天天听，不
知不觉上册都听完了。

上下班路上听新闻，午休时间听
理财，做家务时听音乐，睡觉前听小
说……像赵聪琪这样利用碎片化时间
听音频的人不在少数。

“得益于独特的陪伴属性和多样
化的适配场景，‘有声阅读’正借助5G

网络、智能手机等的发展而兴起，听书
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
天之传媒集团董事长、爱音斯坦FM
创始人解卿说。

不仅如此，为了寻求更符合自己
兴趣的内容，越来越多人不满足于免
费听书，而更愿意为自己的耳朵付费。
这也让众多知识服务商敏锐地捕捉到
商机，通过“做减法”屏蔽垃圾信息、筛
选优质内容帮助用户快速、高效地学
习，“耳朵经济”正成为消费新风口。

在“有声阅读”的世界里，只有你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在大型音频平
台喜马拉雅上，既有泛知识领域的金
融、文化、历史类节目，又有泛娱乐领
域的小说，既有适合少儿的教育内容，
又有适合中老年的经典内容。在著名
讲书人罗振宇创办的“得到”音频平
台，消费者可搜索各种关键词，付费收
听自己需要的知识。

“讲书变现”
人人皆是内容生产者

阅读一本书，梳理其中的脉络，找
到对应的知识点，然后结合自己的思
考绘声绘色地讲给身边人听……当

下，人人皆可“讲书”，人人皆是内容生
产者，人人皆可借助知识分享变现
创业。

从技术工人转变为阅读推广者的
辽宁青年吴河图对此最有发言权。曾
经在汽车轮毂厂当技术工的他，特别
喜爱主持与表演。偶然间接触到樊登
读书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通过看
书、听书、讲书，他源源不断地把知识
再创作后传递给别人。

如今的吴河图，出过书，也在音视
频平台讲过书，还经常去许多单位做
讲座，在沈阳读书圈已小有名气。“讲
书倒逼我阅读大量书籍，掌握更多知
识，这种收获不是用赚多少钱来衡量
的。”吴河图说。

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耳朵经济
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中
国在线音频行业的原创内容创作者数
量已超过1500万。如今活跃在各大网
络平台上的音频主播，既有明星大咖，
也有全职宝妈、企业职员、小镇青年乃
至货车司机。

残疾人也加入主播队伍。喜马拉
雅创始人兼联席CEO余建军介绍，目
前在喜马拉雅注册的1000万主播中，
残疾人主播已超过8000名。“他们不

仅自力更生，有的还创办公司，帮助更
多残疾人用声音获得收入。”

一些平台和公司也开展针对性培
训，推出扶持激励措施，优化内容变现
路径，帮助更多爱好者和“行业小白”
入行。借讲书而衍生的线下读书会、声
音博物馆、企业数字阅读角等模式也
在出现。余建军说，与“有声阅读”的兴
起相同步，配音达人、讲书人、翻转师、
知识顾问等新职业不断涌现，他们将
在创新创业中让人们的生活和社交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

既要碎片化
也要深学习

荔枝FM、喜马拉雅、云听、蜻蜓
FM……随着音频平台的兴起，“有声
阅读”在陪伴人们的同时，也难免被一
些人诟病：贩卖知识焦虑、学习碎片
化、内容重复等问题层出不穷。

对此，罗振宇就多次表示，面对日
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持续增加的工作
压力，人们必须搞清楚这个时代需要
怎样的学习，才能知晓要获取什么样
的知识以及如何去获取。

吴河图说，现在的学习是终身学

习，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需要
我们利用碎片化时间，拿到实实在在
的知识。“通过音频平台听来的知识
虽然零碎，但是终身学习者要建立知
识之间的联系，将它们串成线、联成
网，才能从碎片化的学习中获取体系
化的知识。”

学习方式的变化，无疑给内容创
作者带来挑战。解卿说，未来职场人
出于提高效率、快速筛选的需要，更
可能跟着讲书人而不是书本学习。

“因此讲书人要成为学习的高手，做
细分领域的知识达人，而不是简单的

‘阅读机器’。”
没有人可以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于受众来说，既要接受碎片化学习
的现实，也要保持深度学习的自主能
力，还可以用好阅读与社交相叠加的
属性。

在樊登读书CEO吴江看来，分布
在许多城市的一个个樊登书店，有望
打造成社区里的书香社交空间。在他
的设想中，平时大家在这里喝咖啡、聊
天，晚上变成社区居民的自习室，终身
学习者可以在这里找到志趣相投的朋
友，结伴而行。

（新华社王炳坤李宇佳）

连日来，江西省峡江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察民情解民忧，帮助农户解决技术、化肥、资金等产业发展难题。图为日前，该县党员干部在水边镇
佩贝村润丰蔬菜种植基地了解农户的实际困难。 陈福平 摄

贵州雷山：
非遗敲开致富幸福门

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的雷山县，拥有“苗绣”“苗年”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中，雷山
将非遗资源发展为产业，帮助群众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戴着口罩、袖套，围上围裙，手拿
铁钎穿过孔洞，将仿藤勾在铁钎一端，
往后一拉，仿藤就随铁钎的移动固定
住。在雷山县宏鑫工艺品加工厂拉花
区，工人们正在编织机前用仿藤编织
眼笪。

“我们的产品可以用来做隔断、吊
顶，也可以用来做装饰，去年总产值约
800万元。”加工厂创办人杨国超是雷
山县藤编县级非遗传承人，在他眼里，
藤编技艺已经从祖祖辈辈流传的“吃
饭手艺”变成了真正的产业。

2018年杨国超和妻子返乡创业，
在老家带着几个村民开始编花篼，当
年就带动5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杨国超介绍，目前工厂每天都有百
来人上班，工人一个月计件工资最多
的能拿到 6000 多元，平均工资在
4200元左右。

走进雷山县铜鼓广场旁的锦鸡绣
业有限公司门店，带有苗族刺绣的小
方巾、有织锦图案装饰的围巾、“小清
新”风格的刺绣帆布包映入眼帘。和其
他民族服饰店不同，这个店里的产品
显得格外“洋气”。

“大多是改良过的产品，这些产品
更能适应全国的市场。”店主甘小芝
说，希望未来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能
够吸引更多人，让苗族文化元素融入
生活。

甘小芝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了
一个就业车间，还在村里建了一个研
学基地。她说：“我们固定用工35人，
每年平均带动200人就业。”

芦笙是苗族传统乐器，在雷山，节
日盛典都离不开芦笙的美妙旋律。家
住雷山县大塘镇岩寨村的余晓平是一
名“90后”苗族芦笙制作师，也是雷山
县苗族芦笙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

余晓平少年时便跟着老师学习芦
笙制作技艺。现在，余晓平以家庭作坊
的经营模式，从事传统苗族芒筒芦笙
制作，产品主要销往雷山及周边地区
的苗族村寨。

余晓平说，芦笙制作最难的环节
是制作铜片和调音。多年来，自己潜心
钻研，终于解决了芦笙音质和音准不
稳定等问题。现在，他生产的芦笙质量
好，音质清脆，产品供不应求。很多邻
县的客户直接找上门来订做芦笙，一
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传统技艺正在帮助更多人敲开致
富幸福门。雷山县自2018年以来，已
建成非遗工坊50余家，其中20家被列
入贵州省第一批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名
单。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技艺的不断发
展，直接或间接带动5000多名群众参
与生产，实现增收。

（新华社肖艳田德丰）

（上接1版）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在黄山脚下的黎阳老街，一座历经
岁月沉淀近300年的徽派老宅隐于闹市
之中。而今，它已成为一座传统与现代
叠加、阅读与文旅兼具的复合型城市阅
读空间——占川书局。

2017年前，书局发起人戴晓亮就与
这座老宅有过一眼之缘。“当时就想，好
的文物要赋予它新意义。”有着十几年
书店经营经验的戴晓亮决定用阅读“活
化”老宅。

2019年起，老宅的保护性修复改造
工程启动。2020 年 10月，占川书局开
放，成为安徽省首个徽州文化主题图书
馆，也是黄山市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

“活化”后的老宅变身成融古典与
现代于一身的文艺书店，占地1200平
方米，藏书总量超13000册，还与黄山
市图书馆打通一体化服务，实行通借通
还，引进数字化阅读设备，拓宽了当地
城市阅读空间的服务业态。

走进书局，读者总能寻到一方舒适
角落。老墙下的圆桌是大学老师郭飞固
定的座位。喜爱文史的他每周都会来书
店打卡，在这里阅读让他感觉更愉悦、
更高效。天井下有个儿童阅读区，一个
叫嘟嘟的小读者人小但“阅龄”很长。书
店刚开业时，还不会走路的嘟嘟每周都
会跟着妈妈来打卡，一直到现在。每当
看到他坐在天井下翻书，戴晓亮都觉得
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棒的事。

阅读推广和文化传承在这里共生，
占川书局逐渐成为“网红书店”。2021
年国庆期间，占川书局与屯溪诗歌协会
还联合举办了一场“黄山诗歌之夜”，
2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读诗品
诗，台下近两千人静静聆听，有特意前
来的诗歌爱好者，有驻足停留的市民、
游客，也有刚刚卸下疲惫的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民群众多读
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
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

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一直在路上。
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9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21年，“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中国’”写入“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前不久，文
旅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人们渐渐发现，实体书店经包装不
断焕发新活力；听书App、电子阅读、
5G阅读等拓宽读书新渠道；盲盒书、打
卡读书等活动增添趣味性……近十年
国家对全民阅读基础设施投入在持续
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中得到思想
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在
阅读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代代
传承。

（新华社 陈俊 孟含琪 刘美子 陈昌
奇王晓）

破陈规陋习 树文明新风

（上接1版）
“‘勤、善、孝、诚’是我们客家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去
传承。我们应该孝在当下，而不是
薄养厚葬……”4 月 18 日，重庆市
荣昌区盘龙镇大建社区“新风小
院”，乡贤唐家英向居民们开展文
明宣讲。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大建
社区以客家文化为引领，推动移风
易俗。绘制客家文化相关文化墙、
文化展板，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学
习传统美德，推进移风易俗。依托
荣昌客家文化微信群平台，开展婚
事新办、“零彩礼”宣传。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要求和地域特色，深
化拓展“客家文化——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深入挖掘客家文化，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综合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小分队等力量，以开展
小院讲堂或进村入户宣传的方式，
引导村民破除陈规陋习，营造文明

氛围。同时，党员干部带头响应移
风易俗，积极宣传陈规陋习的危害
性，并实施“红黑榜”、积分制等奖
惩机制，引导带动广大群众转观
念、破旧俗、立新风。

[ 推进 ]
深入推动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

今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发布。文件提出，要“推广积分
制等治理方式，有效发挥村规民约、
家庭家教家风作用，推进农村婚俗
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
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党中央不止一次就移风易俗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提出要求。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婚丧
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
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持续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广积分制、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加大
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
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
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

“党中央的政策对我们持续开
展移风易俗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
用。”王艳深知移风易俗之难，需要
久久为功，她表示，龙塘村将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红白理事会章
程，实时更新村规民约，全流程监督
落实移风易俗。

李发兵关注到，今年3月，四川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凉山
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我们村

开展移风易俗更多的是注重自治和
德治两个方面，学习了《凉山彝族自
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后，我对以法治
方式推动移风易俗有了进一步的思
考。”李发兵说。他表示，接下来，雷窝
村将组织发动一批具有法律知识背
景的志愿者深入开展宣讲，结合真实
案例和移风易俗中出现的问题，帮助
村民树立法治新观念。

大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家辉表
示，大建社区将继续深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
客家文化，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他说：“某些陈规陋习根深蒂固、
成因复杂，这决定了移风易俗不可
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乡村文明新
风俗、新秩序的构建必须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有力有效规避‘结婚返
贫’‘人情返贫’，凝聚精气神加快乡
村振兴进程。”

从河北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
息，今年河北将大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和美丽乡村建设，
再创建2000个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据了解，在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方面，河北
将围绕环京津、雄安新
区、设区市主城区及高
铁高速沿线、重要河
湖、景区周边等重点区
域布局，抓点促面、连
线成片。根据村庄资源
禀赋和发展条件，对照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和
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
求，河北将继续深化改
善人居环境、建筑风
貌、基础设施，不断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打造300个以
上综合实力较强、特色亮点突出、示范
引导效应明显的美丽乡村精品村。

同时，河北将整治提升村容风貌，
彻底清理村庄和公路沿线垃圾、杂物，
加大公共场所和庭院整治力度；科学
选择绿化树种，持续提升村庄绿化美
化水平，创建50万户美丽庭院。此外，
河北还将继续抓好农村厕所革命，新
建农村公厕1.05万座，对20万座问题
厕所全部整改到位。

（《人民日报》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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