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先推出全民阅读地方性法规、率先制定全民
阅读宏观指导文件、率先形成覆盖所有地市的品牌
活动格局、率先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组织领导体
系……“近年来，江苏省不断深化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江苏’。从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全民阅读，到优
质阅读内容供给不断加强，再到不断‘火’起来的
阅读阵地、阅读品牌、阅读活动，一座座阅读的灯
塔被点亮，一颗颗阅读的种子被播撒。”江苏省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梁勇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全民读书已成为江苏最美的
社会风尚。”

积极构建服务体系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
民阅读的决定》《江苏省“十四五”全民阅读促进
规划》《书香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江苏省阅读推广
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 ……以制度保障全民阅
读，江苏一直走在前列。

“全民阅读，离不开阅读‘阵地’的搭建和支
撑。”梁勇告诉记者，尤其去年，江苏省全民阅读
活动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 加快推进新时代书
香江苏建设的若干措施》，“在全社会大力营造了共
建共享书香江苏的浓厚氛围，让全民阅读的春风吹
拂江苏大地，滋润人们心田”。

如今，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为“江苏全民
阅读日”。同时，江苏还将促进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江苏”写入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和《江苏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发展
规划》《江苏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等重要
文件，纳入江苏全省高质量考核指标体系，融入文
明城市创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有了政策“兜底”，江苏夯实全民阅读根基，
全省已建成城市书房700多家、农家书屋1.6万多
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118 座、乡镇图书分馆
1254 家、实体书店 9161 家等不同类型的阅读空
间，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乡、村的多级公共阅
读服务网络和城乡一体化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如今年入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
案例的常州“秋白书苑”，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品
质发展。常州市把建设秋白书苑作为优化全民阅读
的“关键点”、滋养百姓生活的“新亮点”、最具颜
值魅力的“网红打卡点”，跻身江苏省“书香城
市”建设示范市，居民综合阅读率连续多年领跑全
省。截至目前，全市已建设37家秋白书苑，加快
形成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多元格局，为常
州文化经济发展赋能。

“我们希望，从城市到乡村、覆盖全年龄段与
不同职业群体的阅读空间矩阵，能让书香在全社会
流动，使阅读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梁勇表示。

提升阅读服务效能

“有了阅读空间，还得想方设法让读者走进
来、坐得住、离不开。”梁勇表示，江苏全民阅读
工作将以提升公共阅读服务效能为重点展开，丰富
阅读资源和活动供给，推动全民阅读扎根基层、贴
近群众。

2022 年，江苏全省农家书屋举办主题阅读活
动7.8万多场次，分众分类阅读活动有效满足了不
同群体需求。江苏数字农家书屋注册用户累计达
621万人，使用量达7142万人次，日活7.9万人次。

“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江苏积极促进和保障重点群体阅读。”梁勇介
绍说，在推动党员干部阅读方面，今年领导小组将
推进省级机关“青年学堂”建设，组织开展“马克
思主义·青年说”进机关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学经
典、用经典；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方面，将遵
循儿童阅读基本规律，把不断深化书香家庭建设和
书香校园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为保障老年人阅读，
今年将老年人阅读纳入公共阅读服务规范，提供更
多老年人阅读空间，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阅读
服务，同时还将推动公共阅读阵地和空间配备老年

书架，增加大字号读物，专设老年人借阅通道，为
老年人提供阅读服务；为保障残疾人阅读，将充分
发挥各级图书馆、特教学校、社会组织的作用，让
阅读障碍群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阅读障碍者能享受
到平等的文化服务。

“一本好书令人受益终身，向公众推荐好书能
够有效激发阅读兴趣，营造阅读氛围。”梁勇说，
让好书找到读者、让读者找到好书是书香江苏建设
中重要的一环。

自2013年始，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已连续10年在每年的读书节期间向读者推荐12种
好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医学的温度》
等逾百种图书通过权威发布，走进普通读者的日常
阅读生活。此外，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还
通过推选和发布“苏版好书”“新华书房”“农民喜
爱的百种图书”等，满足细分领域读者阅读需求。

推动阅读融合发展

随着图书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
应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让数字阅读成为新
的阅读风尚。梁勇告诉记者，下一步江苏将继续推
动“纸”“数”阅读融合发展。

在优质内容的数字化升级方面，江苏将鼓励图
书和报刊出版单位打造精品有声读物，用数字技术
将纸质精品出版物转化为音视频产品，与新媒体平
台合作开展立体化传播。

在好书营销宣传方面，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
导小组将支持图书发行单位与短视频平台合作举办
短视频分享书籍，开展视频讲书、图书直播带货等
活动，实现纸质图书阅读量增质升；举办“江苏高
校凤凰读书节”经典共读、网络票选、短视频讲书
大赛、线下精品图书展等系列活动，提升《我在岛
屿读书》《我爱古诗词》《领读江苏》《梧桐书话》
等品牌阅读节目（栏目）收视率。

在阅读推广方法与载体创新方面，围绕提高读
者参与率、满意率，不断创新江苏读书节活动的组
织形式、举办方式和传播模式，精准对接、分众开
展党员干部、青少年、职工和农民等群体读书活
动，分类组织科普、普法、文学等阅读活动，依托
农村大喇叭等平台载体开设有声阅读，推动阅读活
动覆盖更多人群。据调查，2022年江苏省成年居
民综合阅读率为 90.33%，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
点；人均每天阅读时长为85.35分钟，较上年增加
7.56分钟；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6.55本，较上年
增加0.77本；人均纸质期刊阅读量为6.06本，较上
年增加0.74本。

春阳正暖，沁人心脾的书香弥漫在江苏大地，
正在为江苏各领域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
和智力支持。“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全民阅读是
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工程，是江苏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的基础工程。”梁勇表示，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必须
充分发挥阅读在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传
承优秀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增强文化软实力等
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先行区的要求，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书香
江苏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以“书香江苏”赋能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

——访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梁勇

□本报记者 李婧璇

江苏省推动全民阅读扎根基层、贴近群众。 江苏省委宣传部 供图

“一年来，黑龙江省全民阅读工作领导小组在
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统领各成员单位，紧扣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一主线，以‘文明黑
土，书香龙江’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形成了崇文
尚读、氤氲书香的良好氛围，为助力‘文化振兴’
提供了精神力量。”近日，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刁雁林向记者介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新
阅读》等媒体多次刊文推广了黑龙江关于全民阅读
的工作经验。“书香龙江”公众号获得第七届全国

“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体号”。

提升“书香龙江”服务体系保障力

刁雁林向记者介绍，黑龙江始终把“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举措，突出关键环节，打造“书香龙江”的人文
高地。

在健全工作机制方面，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黑龙江省全民阅读中
长期规划》，不断完善组织保障体系，发挥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作用，组织23家成员单位开展全民阅
读工作，指导各地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全省上下联
动、部门协作和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加强组织推广方面，黑龙江开展了全省全民
阅读工作先优评选工作，表彰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优秀项目和“书香之家”共计 230 个。启动

“阅读推广人培养计划”，组建全民阅读志愿者服务
组织，开展阅读推广人和志愿者培训工作，全省已
注册登记阅读推广组织 290 个，呼兰河萧红读书
会、雪夜读书会和蜂鸟读书会等组织成为重要阅读
推广力量。

在夯实阵地建设方面，全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103个，图书文献总藏量2430万册，总流通人次
508.5万。全省34家新华书店完成升级改造，为读
者提供“有温度”的阅读场所。一批新时代多功能
文明实践中心（站、所）相继建成，数字农家书屋
试点改革工作深入推进，农民线上阅读超过54万
人次。建成国家级和省级亲子阅读活动体验基地
130个，新建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15个。

提升“书香龙江”品牌价值影响力

刁雁林向记者介绍，黑龙江始终把全民阅读作
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方式，着力开展主题阅
读品牌创建行动，注重品牌化塑造、项目化推进，
形成阅读矩阵声势。

在读书活动集中开展方面，黑龙江每年在
“4·23”世界读书日，统领全省各地持续开展“书
香中国·龙江读书季”系列活动，举办线上线下活
动发布仪式，向全省发出阅读倡议，发布年度“龙
江好书”。活动期间，各地同步启动开展各类阅读
活动，形成传播龙江好声音、展现龙江好形象的文
化风尚。

大兴安岭地区举全区之力打造“兴安万里·阅
读有你”全民阅读品牌活动，齐齐哈尔市连续举办
17届“鹤城读书月”活动，伊春市连续举办11届

“林都情韵”阅读推广活动，大庆市开展“书香大
庆·品质生活”活动，七台河市开展“筑梦冰雪
喜迎冬奥”主题阅读活动，通过阅读活动的深入开
展，集中展现了黑龙江省生态优势、特色文化、民
族风情和发展环境。

黑龙江城市阅读氛围浓厚，哈尔滨市以“音乐
之城”带动“书香之城”建设。牡丹江市注重挖掘
地域文化特色，叫响“书香雪城”品牌。佳木斯市
打造的“书香满三江”阅读活动连续4年荣获中宣
部“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优秀组织奖。黑河市持续
打造鄂伦春民族文化“岭上人家书屋”。鹤岗市打
造“魅力鹤岗·阅享人生”读书品牌。双鸭山市以

“书香飘农家·阅读共成长”为主题，开展线上线下
读书活动。绥化市、鸡西市聚力打造“书香绥化”

“书香鸡西”品牌，全省各地共同聚力推进“书香
龙江”建设，营造了“市市有品牌、处处有书香”
的良好环境。

黑龙江阅读项目精彩纷呈，他们组织开展了
“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
阅读活动，举办“红色文脉里的黑龙江”等100余
场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摆渡船”阅读推广活动，
举办“一本书的力量”征文大赛，向37所中小学
捐赠图书。举办“书香龙江”阅读马拉松大赛，线

上展播作品阅读时长8900小时。黑龙江还统筹安
排全民阅读项目资金，为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提升“书香龙江”文化内涵凝聚力

刁雁林向记者介绍，黑龙江始终把全民阅读作
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聚焦主题主线，
弘扬时代精神，助推文化振兴发展。

在主题阅读活动入脑入心方面，黑龙江围绕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阅
读的重要论述，开展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活动，各地领导干部通过示范领读、线上朗读
和接力诵读等方式，带头倡导读书。组织开展“跟
着总书记读好书”、“品读好书 共兴龙江”、“书香
润龙江·共筑中国梦”主题征文和党史诵读等系列
活动，定期组织推荐好书、分享读书体会、开展主
题征文、举办演讲比赛等活动，邀请著名作家梁晓
声举办阅读分享会和知识讲座，举办“朗读者大
赛”，龙头新闻客户端展播访问量1340万，带动广
大党员干部读好书、学思想、悟原理。

在青少年阅读方面，黑龙江深入推进“书香校
园”“书香家庭”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
想，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全省大中小学校开展

“薪火相传 奋斗青春”“绿色正版 阅享书香”
“青春课堂好读书”等活动，面向低幼儿童开展
“童阅书香”“小手拉大手”“颂百年风华 传红色
基因”等亲子阅读活动，实施“雪孩子”“青苹
果”阅读成长计划，开展“故事屋”“阅读培训
课”“家长课堂”“心目驿站”“一书一城”等阅读
活动，举办“中华经典诵读”“雪花飘龙江书香满
校园”等活动 2000 余场，引导青少年读书尚学、
启智增慧。

在乡村阅读方面，黑龙江深入方正、拜泉、巴
彦等地，组织开展“书香助振兴 收获新希望”科
技助农活动，培训农民7000余人次。推出《黑土
粮仓·播种希望》系列专栏，播出 《龙江新农人》
系列宣传片，浏览量达10万+。举办黑龙江省第五
届农民文化艺术节“新农村新龙江故事”大赛，

《民法典学习百问》入选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
推荐目录。

提升“书香龙江”实践成效感召力

刁雁林向记者介绍，黑龙江始终把全民阅读作
为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出发点，倡导社会各界
关注阅读、参与阅读活动，助力全民阅读公益行动
广泛开展。

在服务特殊群体方面，黑龙江连续开展 4 届
“我是你的眼”公益阅读助盲行动，活动入选全国
优秀阅读推广项目。开展“阅读，一个也不能少”
公益活动，与三亚、日喀则等地线上互动分享读书
成果。组织黑龙江出版集团、黑龙江同源文化有限
公司和哈尔滨市汇文书院等企业开展图书捐赠活
动。持续开展“阅读助力人生”文化活动，实施

“心目影院”工程，省女企业家协会在兰西等地捐
建巾帼助学图书馆，打造爱心阅读实践基地。

在注重阅读研究方面，黑龙江开展第三次全民
阅读基础数据调查工作，发布统计调查结果，指导
各地加强全民阅读工作。组建黑龙江省分级阅读研
究会，探索开展低幼儿童分级阅读实验项目，支持
黑龙江省文化企业编制分级阅读行业标准和国家标
准，加强分级阅读出版智库建设，指导黑龙江孔子
研究会开展经典阅读研究工作，进一步丰盈高质量
的阅读供给。

在创新阅读模式方面，黑龙江探索“阅读+文
学”模式，开展的“送文学进学校”等3个项目入
选中国作协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优秀项
目。《北极光》文学杂志刊发文学作品入选“全国
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探索“阅读+艺术”模
式，开展“书韵流香 意蕴共享”读书活动，通过
朗读经典，切实提高文艺工作者的修养。探索“阅
读+旅游”模式，大兴安岭地区在全球唯一“爱情
坐标点”设立读书点，打造“爱情小镇·阅读悦
美”文旅品牌，《漠河舞厅：唱火了一座城市旅游
的歌》荣获全国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探索“阅
读+非遗”模式，突出鄂伦春少数民族非遗文化，
建成民族自治乡农家书屋“鄂乡文苑”“乡里红”

“北疆学堂”等农村特色书屋，将民族风情、民俗
文化融入书屋建设中，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
传承和非遗风采。

打造“书香龙江”的
人文高地

——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刁雁林

□本报记者 张席贵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启动
揭牌。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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