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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浙江·阅读行动

4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深化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中国”，一场关于阅读的繁华盛事即

将在诗画江南“温润绽放”。

杭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球首

批、全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

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城市。杭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书香杭州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正

持续激发全社会阅读热情，打造一个书香味

十足的人间天堂。

多年来，杭州日报满怀情感，充分发挥

党报职责与担当，利用媒体融合传播的优

势，全面宣传、主动出击、聚焦热点、打造

爆款、活动不断，以书香引领风尚、以书香

凝聚力量，推动杭州全民阅读进一步高质量

发展，助力全民阅读活动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如今，阅读已深入城市的每

个角落，无数普通人在杭州静心读书、幸福

生活、点亮人生。

推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
市，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多
年来，杭州日报通过设计生动载
体、坚持公益活动，形成了全民阅
读“大合唱”，不仅推进了杭州的书
香建设，还推动杭城学习之风吹向
祖国的大江南北。

杭州日报历史悠久的“群众征
文大赛”，已经成为杭州的公共文化
服务品牌之一。2016 年 G20 峰会前
夕，杭州日报举办首届西湖诗歌散
文征集大赛，面向全球诗人及广大
诗歌爱好者征集华文原创作品。“国
际化的杭州需要国际化的声音，而
诗歌就是最好的声音”。全球逾万首
作品前来应征，中外著名诗人齐聚
杭城采风，大赛成为讲好杭州故

事、展示杭州形象、彰显杭州精彩
的绝佳窗口。

杭州，千百年来被多少诗歌吟
咏、传唱，这座创业之城、文化之
都，理应让劳动者成为诗歌盛宴的
主人。2017 年，杭州日报又一鼓作
气举办了“我的杭州 我的家 我
的梦”外来务工人员诗歌大赛，引
发极大轰动，1277 首劳动者之歌，
倾诉了在拼搏中的燃烧，表达了新
杭州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杭州
好，工地外的围墙上都刷着唐诗宋
词，是个创作的好地方！”

近年来，无论是建党百年的全
城“党史诵读”活动，浙江打造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之路上的“城市记
忆见证杭州共富之路”，还是2023年

“当亚运与宋韵相遇”……每年根据
热点话题所策划的群众性征文大
赛，都成为老百姓以极大热情自发
抒写新时代的文化获得感和幸运感
的高光时刻。

通过多年实践，杭州日报坚
信，阅读之风是可以引领的。坚持
开门办报的优良传统，推动阅读氛
围的养成，培育和引导更多人爱上
阅读——大型公益品牌“党报记
者 书香传递”，就是其走好新时代
群众路线，将浓浓书香传递到远方
的生动实践。

这是一个由杭州日报发起、杭
州市民共同参与，每年岁末年初的
公益保留节目。2010 年 1 月，杭州
日报倡议市民捐出一本书，请外来
务工者带回家，作为杭州人民送给
孩子们的新年礼物。从春运火车站
支起一张桌子送书开始，发展到走
进 杭 州 各 大 建 筑 工 地 送 书 ； 从

“5000 元，为山区孩子捐一个图书
馆”、与杭州市新华书店联合推出小
候鸟“书海扶梯计划”，更新升级到
活动的2.0版——“党报记者 书香
传递”。

送书活动走出浙江，走向广阔
田野，走向雪山沙漠。13年来，杭
州日报共建成 20 多家乡村图书室，
杭州市民、企事业单位捐赠的10余
万册图书以及各种文体用品，被送
往了西藏、新疆、湖北、广西、贵
州、甘肃等地；送书路上的难忘故
事，也被拍成了4部微电影。

13 年来，这项活动紧扣重大主
题：2020 年，在扶贫攻坚的重要年

份，杭州日报把图书送到了贵州省
黔南州惠水县大坝乡；2021 年，在
建党百年之际，杭州日报把红色书
籍送到乡村校园，用红色经典、缕
缕书香浸润新芽；2023 年春天，在
杭州亚运会举办之年，“童心迎亚
运 阅读向未来”的主题活动，又
用亚运之火点亮阅读之光，将文化
共富与乡村振兴的主题同时带入，
丰富了活动的内涵与外延。

13 年来，活动由表及里，由送
书下乡，拓深到同时送文化、送互
联网课程、送专家下乡——高级教
师、著名作家、乐团乐手、图书馆
老师、足球教练、世界武术冠军等
各领域的志愿者在杭州日报带领
下，同往乡村学校上公共课、开讲
座，让乡村孩子也能同步享受到文
化普惠带来的便利。

13 年来，送书之路也成为共富
路上的观察样本，见证了一所所乡
村小学在教育变革之路上的蓬勃发
展、欣欣向荣。正如送书记者在采
访手记中留下感言：“扶贫先要扶
志，通过阅读让孩子们找到未来的
方向与奋斗的目标，这就是最好的
扶志。”

未来，杭州日报将以第
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为新的起
点，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助
力 文 润 杭 州 、 文 化 浙
江，让美丽杭州焕发更
加浓郁的书香韵味。

（作者单位：
杭州日报社）

巧思设计丰富传播载体 公益赋能引领主流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杭州基本建成覆盖城
乡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服务体系，形成了以
公共文化设施为主阵地、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为辅助、线上阅读不断拓展的立体式阅读空
间体系：既有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这
样的阅读标杆，又有杭州书房、城市书房、邻
里图书馆这样的阅读末梢；既有“小而美”的
特色阅读空间，更有正在持续完整布局，不断
增容增量的数字阅读空间。

作为主流城市党媒，杭州日报密切关注杭
州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彩蝶变，坚持导向引
领，反映进展实效，为宣传杭州全民阅读活动
走在前作示范，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一是聚焦杭州经验，做好解读阐释。每一
年，杭州日报都会结合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相
关要求以及主管部门的具体举措，自上而下
地解读政策、跟踪报道落实现状，向市民群众
做好普及宣传，发挥媒体上传下达的沟通桥
梁作用。杭州作为数字经济之城，正在持续推
进数字阅读空间的打造，为了打通全民阅读
的“最后一公里”，杭州正在加快邻里图书馆
的建设——这些可圈可点的特色亮点，都成
为全民阅读报道中重点关注的主题。杭州日
报还充分发挥“新闻+服务”的功能，积极推
广普及，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信息发布，设计
阅读地图，让更多市民愿用、会用、能用这样
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助推好政策落地
走实、深入人心。如今“一键借阅”2.0迎来使
用率的爆发式增长，邻里图书馆开到了市民
家门口，全民阅读充分融入城市的“毛细血
管”，成为实现全域文化繁荣和全民精神富有
的生动载体。

二是开展舆论监督，实现价值引领。2021
年12月，杭城一家老牌民营书店宣布其门店
关闭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热潮，成为网络热搜。
杭州日报第一时间刊发文化时评：《情怀落
地，披荆斩棘》，指出既要关心民营书店的健
康发展，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呼吁读者应
该多去实体书店给予支持。在众声喧哗的舆
论场上，以其理性和清醒的声音，获得群众的
点赞和好评。2023年3月，针对浙江一些地方
的城市书房出现“跑冒滴漏”的现象，杭州日
报联合相关部门提出思考：《书房牌子不能一
挂了之》，在“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上刊发
后，阅读量迅速达10万+，读者留言：“问题点
得到位、深刻，路径给得明白、有力”“书房成
了城市的文化地标，这是全民阅读工作者的
用心和付出”。

三是关注热点话题，讲好奋进故事。作为
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拥有实体书店300余
家，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实体书店能够获
得良好的发展，是城市文明的体现。杭州日报
持续关注实体书店的生存现状和文化活动，
策划《开了20年的书店，让我看到了这个城
市的变化》《阅读的涓流渗入城市的末梢神
经，浇灌出一片学习的沃土》《一家“胶囊书
店”的乡村实践 一个文创综合体的能量辐
射》《这一年，我们与阅读的距离更近了》等
一系列专题报道，为书香城市建设鼓与呼。
新冠疫情期间，实体书店与阅读空间受到严
重影响，杭州日报连续推出深度报道：《直播
除了带货，还能带来更多想象——文化“云”
游可以游多远》《线上公共文化服务收获读
者高分点赞》《杭州人有多爱读书？两家图书
馆恢复开放首日，半小时约完当日线上名
额 八点半门口排起长队 还有拉着拉杆
箱来还书的》，讲述了杭城一批阅读空间坚
韧求生、转型升级、拓展思路天地宽的正能量
故事，有力地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彰显
了党媒的担当。

立足杭州生动实践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阅读是一种学习手段，更是一
种生活方式。多年来，杭州日报坚
持以优质阅读引领大众，以情感传
播引发共振共鸣，让“好书伴我
行”深入人心，让终身学习之风吹
遍城乡角落。

杭州日报培育阅读文化品牌
《西湖悦览》周刊已经10余年，一周
一期，一期四版，深受读者喜爱。
其栏目设置丰富多元，与时代发展
同频同调、共情共振。

《西湖悦览》 于今年年初新辟
“一本方志一座城”专栏，围绕共富
路上的乡村样本，解密 《下姜村
志》 等独特的志书；为宣传宋韵文
化传世工程，特别推出“风雅宋”
栏目，邀请考古专家、文化名家担
任撰稿，策划了“复刻德寿宫遗址
公园”“《资本论》首译在西湖边开
启”等 10 多个有影响力的文化专
题，在读者中掀起了走读杭城的文
旅热潮。

其读书版荐书，将读者喜闻乐
见，具有审美、教育、熏陶意义的
优秀图书推荐出来，配以精到的解
读，带领读者穿行于精神花园，享
受精神之美；人文地理“城纪”专
栏，则带领读者阅读城市的前世今
生，复原杭州的生活历史和街巷岁
月；每月一期的“有家书店”，两年
来寻访了25家特色书店：有的开在
医 院 里 （ 《留 言 本 上 的 “ 人 世
间”》），有的藏在绿水青山中
（《乡村阅读的美好模样》），有的
就 在 社 区 里 （ 《 下 楼 就 是 书
房》） ……通过短视频等多种鲜活
的报道形式，展现了政策扶持下杭
州民营书店百花齐放的良好势头。

正是通过不断打造丰富的阅读
主题，让红色文化、宋韵文化、历
史文化如春风化雨，温润着人们的
心灵。

主动寻找亮点、挖掘大众阅读
中的感人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思

想内核，是杭州日报推动新时代全
民阅读走深走实的另一个宣传“法
宝”。2022 年 1 月，杭州日报“倾
听·人生”栏目推出纪实作品《我们
的天才儿子》，首次披露杭州一条普
通小巷中一位“天才翻译家”金晓
宇的人生故事：身世不幸的金晓宇
自学成才，读遍浙江图书馆几乎所
有外语小说，翻译了英语、日语、
德语共 22 本著作，成为著名翻译
家。这个阅读改变人生的故事，第
一时间经由杭州日报新闻客户端推
送，迅速刷屏，冲上热搜，全网阅
读量过亿，成为2022年开年在全国
引发热议的现象级报道。无数读者
留言：“有温情的媒体才会诞生如此
感人的故事！”

无论是当年感动全国网友的
“杭州图书馆向拾荒老人开放”的报
道，还是“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在
逆境中坚持学习创造奇迹的故事，
都体现了杭州这座温情有爱的书

香城市生生不息的学习力量。为
此，杭州日报以“普通人的坚韧
力量折射大时代光芒”为宗旨，
多年来不间断地寻访身边“最美阅
读故事”。

在融媒体时代，杭州日报全媒
体矩阵在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
告中成绩斐然，坚持内容为王，平
台为基，“最美阅读故事”寻访不断
创下 10 万+的爆款——写小说的宿
管阿姨（《我不是范雨素》）、用阅
读观察人生的“菜场小贩”（《我是
菜场女作家》）、“坐在田间地头写
下眼前生活”的普通农妇 （《出书
的田鼠大婶》）、写出属于劳动者诗
歌的“赶时间的人”（《外卖诗
人》） ……这些普通人的读书故事
被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正能量转
化为大流量，真挚的情感、奋斗的
精神打动了无数读者，激发了强烈
的社会共鸣，推动了全民阅读主旋
律入脑入心。

优质阅读引领社会风尚 情感传播凝聚共情共鸣

聚焦杭州实践 打造书香天堂
——杭州日报助力杭州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走心

□童伟中 韩斌 张磊

城市书房、邻里图书馆在杭州遍地开花，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
本版图片均由丁以婕拍摄

▲缕缕书香浸润新芽。

▲持续13年的“党报记者 书
香传递”公益活动，把红色经典送到
乡村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