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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热情
做个读者就好

□ 肖 岩

人均每年看书不到5本，和有的国家

人均十几本的阅读量相比，的确不高。但

是，那些人均阅读量高的国家几乎都是小

国，而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有人不爱读书，

也有人嗜书如命，把他们的阅读量加在一

起算出个平均数，得出的数值说明不了太

大的问题。毕竟，有超过1/10的国民，也

就是 1 亿多中国人，年读书量在 10 册以

上。这个群体的规模和阅读量都接近于

美国、欧盟和日本。在阅读这件事上，中

国国情的复杂性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方面是热爱阅读的群体阅读量有所

增长，一方面是不读书的人总也不爱读，双

方的拉锯导致数据僵持不前。年人均读书

4本多一点，这个数据已经徘徊了10多年，

而这10年正是中国出版业大发展的10年，

无论是图书品种的丰富性还是内容质量，

都是历史最好的。更何况，今天只要动动

手指，图书就会送到家，电子书更是便利到

无以复加，可国民阅读量就是迟迟不能突

破5本大关。因此，要提升国民阅读率，重

要的是让不读书和读书少的人爱读书、多

读书，阅读人口的增加才是根本之策。

但让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去多读

书，任务很艰巨。阅读习惯必须从小培

养，成年以后爱上读书的总是少数。而

且，阅读习惯的缺乏往往存在代际传递，

父母不爱读书，子女往往也不爱读书。一

位作家曾说：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全

看他父亲的书架上有什么书。如果家中

缺少书香，孩子在未来的成长中，也不太

会把阅读当作人生习惯。

因此，全民阅读活动应该把青少年作为

重中之重，把培养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作为主

要抓手，有针对性地提供阅读资源和阅读指

导。令人欣慰的是，多年来的调查都显示，

学生群体一直是我国阅读量最大的群体之

一，青少年们的阅读量远远高于成年人。

可以相信，未来，当他们长大成人、走上社

会，阅读习惯也将伴随终身。他们将成为

中国阅读人口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希望。

今天的读者，有海量图书可供尽情阅

读，但也会面临许多诱惑而分心。但是，

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方式，纸书也好、手机

也罢，只要你读，就是读者；只要你读完了

一本书，中国就少了一个不读书的人，国

民阅读量就会因你而提升。虽然微不足

道，但每个人的阅读量累积起来，就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有着惊人的力量。鼓起热

情，做个读者就好。

上 新 了 点 份 图 书 外 卖
3月起，北京105家实体书店陆续入驻外卖平台，读者可以享受最快30分钟的送达服务。

外卖服务覆盖且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书店现有的读者辐射范围，同时保持了产品的多元性

□ 施 芳

“您好，您在美团外卖购买的图

书已送达！”3月12日上午11点3分，

下单30分钟后，外卖骑手将一本畅

销书送到了张苑手中。这是2月1日

关闭线下门店以来，钟书阁北京融科

店卖出的第一本图书，也是北京实体

书店入驻美团后完成的首单。

3月5日，包括Page One、北京

图书大厦、钟书阁等在内的北京72

家实体书店转战美团外卖平台，人

们可以像点餐一样，享受最快30分

钟图书送达服务。第二批又有33家

实体书店陆续入驻。1个多月过去

了，试水外卖的实体书店经营状况

如何？图书外卖，能否在满足读者

需求的同时，为困境中的实体书店

带来转机？

一路“小跑”上线外卖业务

上线首日完成9个订单，上线一

周销售近百单、营业额过万元。“效益

还真不错，营业额比日常开业还高。”

说起东升科技园店的成绩单，北京外

研书店总经理付帅颇感欣慰。

疫情困扰着实体书店。开业

时，钟书阁融科店日均客流量近

3000人次，疫情期间大厦关闭，客流

量为零。Page One北京坊店平时

日均客流量近5000人次，节假日最

多可以破万。近两个月来，每天光顾

人数不超过百人。实体书店纷纷寻

找出路。建投书局国贸店先后开展

网络直播、微信群活动，但因为缺乏

直播带货经验、粉丝基础薄弱等原

因，收效甚微。2月26日~3月1日，

Page One联合线上直播平台，举办

了3期吴冠中美育直播课程，虽然为

门店带来一定流量，但转化为实际

购买的依然很有限。

“对于实体书店而言，转型升级

与融合发展已经非做不可。”北京智

信文化产业研究院理事长刘明清

说。在一项对北京实体书店开展的

调查中，许多从业者希望政府能够

协调资源并搭建平台，帮助书店拓

展经营渠道。

2月初调研，3月2日与美团签

署产业协同框架协议，3月5日第一

批实体书店上线，“北京实体书店进

驻美团计划”一路“快跑”。美团为

书店量身定制了入驻、运营等辅导

手册，并提供降低服务费率、流量补

贴、共创奖励计划等扶持方案。

“销售近百单，开局良好。”北京

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秦辉说，新华书店连锁32家门

店已入驻美团。

不过，也有一些实体书店暂时

没有进军外卖的计划。文津阁少儿

书店店长谭笑石说，书店收入主要

来自图书借阅和收费的读书活动，

“图书库存很少，进价比一些大的电

商平台售价还高，所以图书零售很

难盈利。”地图主题书店原是中国地

图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经过装修，

去年底重新开张。“刚开店人手不

够，尤其没有专业人才，匆匆上线怕

服务跟不上。”经理刘秋杉很无奈。

分门别类精细化运营

外研书店有两家实体店，选品

近3万种，美团店则选取了1000个

左右品类，分为文创产品、学生必备

词典、儿童绘本、畅销文学等门类。

“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小而美有特

色，利用专业选品能力，尽量打包、

组合出一些具有独特性的产品，

这样在折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才能有持久性。”付帅说：“分门别

类的精细化运营，对于提升单量很

有帮助。”

除了图书，文创、饮品乃至简餐

是实体书店不可或缺的产品，线上

书店也保持了书店产品的多元性，

在线销售商品中不乏眼罩、收纳袋

等特色产品。

中信书店第一批有3家门店入

驻美团，分别根据不同门店特色及

服务半径客群画像选择商品上架。

启皓店的精品咖啡及自制烘焙产品

别具特色，在线销售的产品中自制

烘焙饮品占到了四成。为了配合外

卖平台上线，中信书店紧急设计了

暖心服务卡、外卖专用包装，给了读

者不一样的感受。“从读者的订单中

可以看到，一杯庄园咖啡+一个甜

品+一本小说，构成了一个舒适安宁

的下午茶时光。”中信书店副总经理

刘旻说，“抓住读者的需求，精准提

供上架商品，这考验的是书店的策

划力和选品力。”

美团还联合42家线上书店开启

首个“居家读书日”。活动期间，书

店推出不同力度的优惠活动。“3天

创下近1000本图书的销量。”美团

闪购负责人介绍，儿童绘本、社科类

图书、文创类商品是最受欢迎的品

类，词典则成为销量最高的人气单

品，《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共售出27

本。文创产品的销量也很可喜，乐

高书灯、盲盒、咖啡豆最受欢迎。对

标居家人群的消费习惯，更满足了

书店线上线下融合经营的需求。

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契机

“送货真的太快了，包装也非常

有格调。”“随书送来手写的感谢信

和书签，觉得挺暖心感动。”“我用什

么才能留驻你”……写在钟书阁融

科店入口处的这些话，也道出了美

团线上书店的心声。凭借丰富的图

书、高效的配送和周到的服务，线上

书店已经有了回头客。

得知图书外卖的消息后，读者

“潇潇金”尝试在全民畅读书店买了

3本书，几天后又下单了4本书和

1瓶啤酒。“在美团买书很方便，服务

也好。以后还会买，支持实体书店

的创新实践。”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留住读者

的同时，争取读者同样重要。价格

是绕不开的问题。张苑日常喜欢看

推理、科幻小说，她在浏览美团APP

时无意中看见钟书阁融科店，突然

有了看书的念头。有本畅销书，在

美团上卖98元，外加5元配送费，比

其他电商平台卖得贵。比价之后，

“迫不及待想看这本书”的张苑最终

还是下单购买。不过她也坦言，如

果不是急需，还是会选择在价格低

的平台上买书。

价格不占优势，竞争力从何而

来？“目前配送范围是10公里以内，

覆盖且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书店现有

的读者辐射范围。实体书店对读者

的吸引力更多在于文化活动、阅读体

验和社交场所需求，而线上店的优势

则是选品能力。”付帅认为，可以利用

书店的选品能力，定期策划一些主

题，帮助读者找到自己需要的图书。

受疫情影响，库房无法正常发

货，小众书坊美团店仍未开业，但创

始人彭明榜却很有信心。小众书坊

是一家诗歌主题的书店，销售自主

策划出品的图书，价格不受电商打

折的影响，在北京的诗歌爱好者中

也小有名气。“小众书坊与其他实体

书店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或许孕育

着可以期待的结果。”彭明榜说。

在刘明清看来，图书外卖为实

体书店行业转型升级、线下与线上

业务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实体书

店入驻电商平台，必须采取差异化

竞争策略。比如实体书店卖网络书

店不提供的断版书、特装本、签名本

等，实体书店的文创或餐食通过电

商平台服务周边客户，这些都是实

体书店独特的优势。”

你 的 阅 读 达 标 了 吗
第十七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读者人均读4.65本纸质书

□ 张 贺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通过

网络直播的方式公布了第十七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数据显

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

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但纸质图

书和电子书的阅读量有所下降。

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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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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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9.3%，较

2018年的76.2%上升了3.1个百分

点。图书阅读率为59.3%，较2018

年的59.0%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

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纸

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

在传统纸质媒介中，我国成年

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最长，为

19.69分钟，比2018年的19.81分钟

减少了0.12分钟，超1成（12.1%）国

民平均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图书，与

2018年（12.3%）基本持平。数据显

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书报刊和电子书阅读量均有所下

降。从成年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

量的考察看，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略

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为 2.84 本，较 2018 年的

3.32本减少了0.48本。

我国成年国民中，11.1%的国民

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

外还有7.6%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

及以上电子书。

有声阅读成为新趋势

调查发现，城乡居民阅读差距

明显。我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阅读

率和阅读量远高于农村居民。

通过对我国城乡成年居民不同

介质阅读数量的考察发现，2019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5.48本，低于2018年的5.60本；农

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3.73

本，较2018年的3.64本多0.09本。

调查也揭示出新的阅读趋势。

我国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

续较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

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

的主流选择。2019年，我国有3成以上

（31.2%）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

年国民的听书率为30.3%，较2018年

的平均水平（26.0%）提高了4.3个百分

点。0周岁~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

率为34.7%，较2018年的平均水平

（26.2%）提高了8.5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

活动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

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

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近四成认为自己阅读量少

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

字化阅读方式，倾向纸质阅读的

读者比例下降，而倾向手机阅读

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从数字化

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特征来看，我

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

近八成（79.6%）是18周岁~49周岁

人群。

研究发现，36.7%的成年国民更

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

2018年的38.4%下降了1.7个百分

点；43.5%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

比2018年的40.2%上升了3.3个百

分点；10.6%的国民更倾向于“网络

在线阅读”；7.8%的人倾向于“在电子

阅读器上阅读”；0.9%的国民“习惯从

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

调查发现，近4成的成年国民认

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2019年我

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

中，只有2.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

读数量很多，6.0%的国民认为自己

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40.5%的国民

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37.5%的

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

较少。

我国成年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

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2019 年有

68.2%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

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其中，城

镇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

读书活动或读书节的比例为68.9%，

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为67.4%。

对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的分析

发现，2019年我国14周岁~17周岁

青少年课外图书的阅读量最大，为

12.79本，较2018年的11.56本增加

了1.23本；9周岁~13周岁少年儿童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9.33本，略低于

2018年的9.49本；0周岁~8周岁儿

童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9.54 本，比

2018 年的 7.10 本增加了 2.44 本。

2019年我国0周岁~17周岁未成年

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36本，比

2018年的8.91本增加了1.45本。

春日觅书香
自二月复工经营以来，北京钟书阁书店客流稳步回升，线上线下购书同步进行，市民读书热情不减。为

迎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北京中关村街道辖区书店近期还发起“慢一点，让我在书海中找到你”线上读书

答题活动，居民可凭借答题记录在书店领取奖励图书。图为一家人在钟书阁北京融科店选书。

新华社记者 李 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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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渐次复工
大小荧屏共逐春光

这几个月来，突袭的疫情给影视行业

带来了双重“大考”。一方面，作为人民群

众居家抗疫过程中稳定心态、纾解情绪的

重要渠道，如何在有限条件下，积极促进抗

疫节目生产、合理调配内容储备，成为电视

与视频网站需共同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另

一方面，对于正处于去泡沫化调整关键期

的影视行业，过去一年多的洗牌与人员缩

编为行业复苏拧紧了弦。如何化解疫情带

来的不确定性，充分释放蓄积的发展张力，

是影视行业从业者需要共同迎接的挑战。

梗：互联网时代的“典故”
“梗”的生成与传播，通常源于一件趣

事或者一句当事人无意的话。它以互联

网为媒介，同时是典型的用户生产内容理

念的体现。各类逸闻趣事在和流行文化

交汇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广大网民自发参

与和创造，不断转化语义、增加内涵，最终

被提炼成一个相对简洁凝练的词语，或者

一张图片、一个表情包，由此进入网络流

行文化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