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人类独有和普遍的社
会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和象
征，是人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和
手段，是人类开展一切文化、科
学、教育和精神、社会信息交流交
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从 2006 年始，由中宣
部、新闻出版总署等 11 个部委
联合发起倡议，广泛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以建立学习型社会，不
断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新时代
10 多年来，全民阅读蓬勃发
展，成效显著。

一是全民阅读受到高度重
视，战略日渐清晰，法规加快健
全。2012年，新时代伊始，全民阅
读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被历史性地写入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为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2014年至今，“全民阅读”连续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 年，我
国印发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十
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使
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生活
方式”；2020 年，中宣部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提出全民阅读要“以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2021 年，我国“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中国’”，标志着全民
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逐步清晰。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在
2022 年 4 月 23 日致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号召：“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
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作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依
据，目前我国全民阅读法规政策
体系正逐步成形。2016—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
施，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公共阅读
权利。自2014年我国首部地方性
全民阅读法规《湖北省全民阅读
促进办法》发布以来，至今全国已
有17部全民阅读地方法规。

二是全民阅读机构日益完
善、组织方兴未艾。新时代以来，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下，我国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纷
纷建立，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明确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为
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部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明确全民
阅读组织机构，在推进立法、制定
规划、配置资源、开展调查、组
织活动、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上各
种各样的线上线下读书会、阅读
社群等阅读推广组织及其阅读推
广活动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有力地促进我国全民阅读活动普
及和深入。

三是全民阅读保障渐成体
系，活动蓬勃展开。党的十八大报
告指出，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我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初见成
效，阅读的基础设施如各类书店、
书屋、图书馆等更加完善，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校园书

屋、军营书屋等广泛建立。
据有关部门统计发布，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共有农家书屋
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2
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农
家书屋工程实施前的0.13册提升
到 2.17 册，增长近 20 倍，数字农
家书屋数量已达16.7万家。据全
国总工会统计，我国职工书屋至
今已建成 10 万余家，覆盖职工
6000 余万人。近些年，国家还采
取对实体书店税收减免、补贴措
施，促进实体书店作为文化传播
载体的发展。同时，国家还加大对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投入。截至
2022 年 8 月，我国平均每万人拥
有图书馆建筑面积达135.5平方
米，比2012年增长了73.3%；人均
公共图书馆藏量0.89册，比2012
年增长74.5%。

在各地各部门的组织推动
下，各种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蓬勃
开展。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
本土特色的读书活动，约 400 多
个城市自发开展了读书节、读书
月、读书日、读书季等活动，全国
开展各种具体读书活动项目有
3000余个。

同时，重点群体、重点对象
的阅读工作受到关注。随着东风
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和扶贫攻坚
任务有效推进，青少年特别是留
守儿童、贫困边远地区居民和残
疾人的阅读需求逐步得到照顾和
满足。今年3月，教育部联合中
宣部等8部门印发了《全国青少
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此
前结合“书香校园”建设，发布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指导青少年进行科学的分级阅
读。中国盲文图书馆新馆开馆
10 余年来共计开展各类盲人文
化教育培训活动近6000人次，吸
引近60万人到馆参与。

四是全民阅读读物琳琅满

目、体验丰富多彩。目前我国仅每
年出版新书即达20多万种，网上
网下，书店书屋，传统的书报刊唾
手可得。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融
合发展是新时代阅读的重要特
征，而且随时随地便携的数字阅
读市场规模与读者接受度在不断
扩大，读者阅读体验更加丰富。

《2021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
规模达 5.06 亿。《2021—2022 数
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
数字出版产业在新冠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情况下，产业规模全年仍
然达到 12762.64 亿元，比上年增
长8.33%。

当前读者的阅读行为是深受
数字技术影响的复合性阅读行
为。从个人化的阅读到现今校
园、书店、社区等线下阅读活动
常态化，线上的社群阅读、直播
阅读活动日渐增多，复合性阅读
活动凸显。

五是大众广泛参与，全民阅
读风尚逐步形成。据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 报 告 显 示 ， 2012 年 ， 我 国
18—70 周岁国民各媒介综合阅
读率为76.3%。这些年在党和政
府的倡导推动下，2021 年，我
国成年国民的各种媒介的综合
阅读率为81.6%，比2012年上升
了 5.3%；国民对全民阅读品牌
活动的知晓率达73.1%，全民阅
读品牌效应不断深化，日渐成
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如今，伴随着移动终端、有声
阅读和书屋书店的全面推广和普
及，阅读已逐步嵌入到大众的日
常生活之中。而“线上+线下”阅
读空间的立体化开拓，将进一步
推进全民阅读，提升全民文化素
养。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化，全民阅
读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形式和体
验将更加多元多样，人人爱读书
的良好风尚蔚然形成。

全民阅读蓬勃发展成效显著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黄晓新

这10年，我有幸从多角度见
证了全民阅读由青葱到华茂的发
展：在机关亲历阅读政策制定的
峥嵘岁月，在基层力行阅读推广
时见遍地开花，在大学阅读研究
求索中如仰望星空。

2013年，在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从事科研工作的我，因借调
而参与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
划》等文件的起草工作，也曾多次
参与“全国书香之家”等推荐活
动的相关工作。那时，相关政策
的顶层设计工作极富挑战性和创
造力——虽然中华民族自古崇尚
阅读，但若要让人人都读书，其实
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全民阅读
立法起草工作小组一方面面向专
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员召开座谈
会、发函征求意见，另一方面到新
疆、江苏、广东、陕西、黑龙江、湖
北等各地城市和乡村开展调研工
作，这些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全民阅读法规政策从中央到
地方的迅速扩散，学者、专家、阅
读推广人以及优秀的作家、读者
被集结进来，奉献着力量。

2015年，我调到青岛大学任
教，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有很
多家又小又美的书店镶嵌其中，
很快，我就发现能用自己的专业
为这座城做一些事情了。能够参
与到青岛的全民阅读事业中来，

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对阅读的重
视，早在 2005 年，青岛就有了面
向全市的阅读推广活动；另一方
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家优秀的阅读
推广公益组织“快乐沙”。“快乐
沙”的创始人林风谦，2016 年刚
刚从部队自主择业，捐书助读、阅
读推广是他的重要事业。我们在
李沧区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新
建的春和景明小区策划建设一个
社区书房。这个书房点燃了居民
的阅读热情，年轻的父母在陪伴
孩子读书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
激活了人生第二个“阅读发育
期”。我和“快乐沙”的伙伴们共同
组织培训了很多期“领读妈妈”志
愿队，分享阅读经验，讨论阅读问
题。这个书房的模式被不断复制
输出，几年前我在文字里“编织”
的理想，在这间 200 多平方米的
书房里竟然真正落地了——这离
不开“快乐沙”，因为志愿者们的
青春、热情以及团队灵活的机制，
这间书房才能在节假日开门，才
能在周五、周六开放到夜间 11
点，才能坚持到今天。社区书房再
美好，也无法在短期内移植到青
岛的农村，乡村阅读环境和观念、
读者素养和结构、居民组织模式
等和城市有巨大区别，我和“快乐
沙”又共同设计了面向乡村地区
的“行走的书箱”、乡贤书房等项
目，这些项目实施起来比较艰难，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2022年暑
假，我们将“行走的书箱”带到了
喀什疏勒县的乡村小学，给那些
有着黑宝石般眼睛的孩子上绘本
课……这一幕幕让我心潮澎湃。

大学的讲台和书斋生活，成
为我全民阅读应用推广工作的灵
感源泉。以全民阅读为引擎的阅
读研究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当下的
前沿方向，作为新生领域，学者们
进入的路径各有不同。全民阅读
是一个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崭新空
间，期待我们每一个人能在其中
找到理想、实现梦想。

全民阅读的探索之旅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张文彦

■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郝天韵 闫松 版式：桂政俊 责校：耿道川

TT1717阅读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