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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关注养生，但养生书如
何让老年人拿来就能用，考验着
出版人的专业与服务能力。老年
人需要阅读服务，但不止于好书
与阅读空间，他们还需要专业领
读人，也需要享受数字化阅读生
活。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银龄阅
读论坛特别设立圆桌讨论，邀请
有经验的出版人、作者、阅读推
广人带来老年阅读服务的实践总
结、思想碰撞。

回应老年读者关切

健康是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话
题。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王凤
廷说，为适应老年人健康生活的需
求，他们出版了一批适老化的精品
图书。要打造精品，首先从选题
策划就要做好调研，契合老年人
的关切。比如什么样的症状是心
脑血管发病的前兆，需要及时就
医等。其次，要充分考虑老年读
者群体的特点，语言表达通俗易
懂，字体放大、图文并茂。此
外，如果图书有音视频，效果会
更好，比如通过链接视频服务老
年人学打太极、练八段锦等锻炼
身体的需求。

老年健康图书有市场，但只有
专业才能更长久的赢得广阔市场。
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李淳谈道，他
们通过专业团队精心遴选内容，既
保证专业性，又做到易学易用。中
医古籍出版社不仅在图书开本、排
版等方面进行适老化服务，而且通
过有声读物、领读视频等，让老年
人学好用好中医技术。

浙江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宋东
说，出版社主要业务涉及理工、
农业、医卫等板块，其中老年图
书出版，也有 10 多年的历史了。
该社与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出
版的图书，很受老年读者欢迎，发
行量最高的图书达到40多万册。

“老年人关注健康，但健康类
图书不只包括医学图书。”宋东
说，有位老年人在养花过程中记录
了很多心得体会，通过整理成书
传递情绪价值、传播积极心态，
同样是服务于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浙江科技社在关注老年图书
出版中发现，情绪健康非常重
要。由此，宋东谈道，一些经典
图书改编的有声读物很适合老年
读者。书中关于人生的思考更易
于引起老年人的共鸣，有利于传
递积极老龄观。

让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

老年人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同
样受社会关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学院院长助理王晓伟配合全国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撰写了

《老年人预防电信诈骗手册》《老年
人预防养老诈骗手册》，通过常见
骗术的解读，帮助老年人提高反诈
防骗意识和能力，让他们更安全自
如地享受数字生活、老年生活。

“我是教侦查的，习惯把案件
揉碎了一点点去解析，但是编写这
两本书时，出版社要求每个案例不
超 过 150 个 字 ， 当 时 还 真 是 挑
战。”谈及该书编写过程，王晓伟
说，作品字大，方便老年人读，同
时还有插图。为了让老年读者看
图就能识别骗术，图书编写中精
挑细选换了两轮插画师。他感
叹，这是第一次做老年读物，真
的要非常用心才能把书做好，发挥
应有的作用。

老年人同样需要数字出版、数
字阅读。李淳说，很多老年人玩微
信视频玩得很溜。受此启发，他们
聘请专业老师通过视频带领老年人
锻炼，形成对专业图书的阅读拓
展。每天 10—20 分钟的数字化阅
读，让老年阅读更有仪式感，在愉
悦的心情下锻炼身体。

“微信、短视频、直播、有声
书已经普遍进入老年人生活。”王
凤廷也谈道，新媒体平台信息拓宽
了老年人的眼界，也丰富了老年人
的生活。出版社可以依托这些媒体
平台，通过对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做到一个内容多个创意，一个创意
多次开发，一个选题多种业态。比
如，通过微信平台碎片化传播老年
人关注的内容和知识，同时将一些
适合的内容转化为有声书，拓宽老
年人的信息接收渠道，从而更好地
把读者与好书连接在一起。

老年读者也需要领读人

老年人会面对更多的失去，怎
么面对和走出这些痛苦？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银龄书院项目办公
室主任薛晓萍认为，读书不仅丰富
精神生活，也能够帮助老年读者抵
御失去。

老年人需要好书，更需要领
读人。薛晓萍说，市面上的好书
特别多，但需要领读人作为“信
使”，把它们送到老年读者手中。
因为领读人可以在读透一本书之
后，通过讲解的方式引导更多老
年人阅读。

阅读推广人林凯在过去 10 年
间做了 200 多场读书会，访谈过
500 多家读书会。他经过调查发
现，70%以上的老年人读完书之后
想交流。做得好的老年读书会都有
很棒的领读人。阅读和读书会是老
年人的学习方式，也是娱乐方式。
但老年人读书会只靠老年人主导还
不够，需要图书馆、街道社区等社
会各方的帮助。

“老年阅读领读人可以是作
家、出版人，可以是喜欢阅读的老
年人，或者各行各业有经验的
人。”央视网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史健介绍说，央视老龄频道非常
关注包括老年阅读在内的老年文化
生活。他认为，媒体可以通过一些
有温暖、有深度、有宽度、有高度
的节目推广老年阅读。

宋东也谈道，老年人自己读一
本书和一群人共读一本书感受是很
不一样的。老年人很享受阅读交流
与分享的过程。薛晓萍举例说，银
龄书院曾依据图书改编了一个短剧

《不生气就不生病》，老年人看了开
怀大笑。他们需要共享、交流以及
多样化的阅读方式。

杭州图书馆编辑与出版部主
任、画家、作家吴一舟在分享一些
老年阅读故事时谈道，阅读是文化
养老中最高效的方式。推广老年阅
读可以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如果
60 岁的人主导一个老年读书会，
他可能比三四十岁的人更理解老年
人的阅读需求，也有能力引导七八
十岁的老年人阅读。

吴一舟观察到，很多爱阅读的
老年人身体与心理都保持着良好的
健康状态。他认为，老年人要有健
康晚年生活，精神滋养非常需要。
薛晓萍说，她想把更多好书送到老
年人手中，让更多老年人爱上阅
读、享受阅读，因此特别希望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老年阅读、培养更多
老年阅读领读人。

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分享服务老年
阅读经验——

专业+暖心
开启适老化阅读服务
□本报记者 洪玉华

银龄阅读论坛聚焦——

让银龄人的生活“悦”读越美好
□本报记者 洪玉华

4月24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银龄阅读论坛在杭州举行。稍
微早到的参会者发现，会议现场摆
着几束鲜花，它们并不是通常的会
议用花，而是来自一位住在养老院
的长者。这位 95 岁高龄的长者酷
爱阅读，得知有各行业的人聚在一
起探讨如何让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
的阅读，他特意委托“老伙伴”带
来鲜花，表达喜悦与谢意。

他的“老伙伴”——几位银龄
书院的领读人则在北京开往杭州的
高铁上就被媒体“围堵”。同乘的
媒体人发现，这些老年人神采奕
奕，时不时低声谈论阅读。关于老
年阅读的话题就此展开。

银龄阅读论坛现场，来自出版
单位、研究机构、养老企业等跨界
参会者共同聚焦“倡导老年阅读，
强化树立积极老龄观”主题，以期
让银发阅读爱好者享受更便利美好
的阅读生活，也让更多银龄人加入
到“悦读”的行列。

2.8亿是银龄阅读论坛上多次被提及的数
字。这是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总数。与会者认为，这个日渐庞大群体
的阅读生活需要充分关注，更需要细分化服务。

细分服务，首先源自老年读者中，不同年
龄层阅读能力不同。老年人口中，60岁至69
岁的低龄老人占 55.83%。该年龄段读者不仅
具有较好的自主阅读能力，而且可以成为其他
年龄层老年读者的领读人。细分服务还因为老
年读者文化素养、阅读习惯、读书兴趣与需求
各不相同。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中宣部原副秘书
长郭义强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一方面，要针对
已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老年读者提供高质量的
图书；另一方面，要通过研究老年群体的精神
文化需求，吸引更多老年人爱上阅读。他谈
道，阅读有益于老年人修身养志、启智增慧，
涵养浩然之气。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在退休后开启新的人生。要让阅读成为
老年人新生活的重要支撑，满足学习需求，享
受阅读欢乐，健康快乐，延年益寿。

“最近我看到一部小的建筑画册，拿在手里

很舒服，品质也没有因为变小而降低。”郭义强
说，老年人视力下降，很适合看画册类图书，但
如果画册出版一味求大，又像砖头一般厚，就会
造成老年人阅读困难。由此，他建议更多出版
人关注老年读者需求，细化阅读服务，有效解决
书太厚、字太小、行太密等问题。

关于细分服务，与会嘉宾各有关注。“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健康是最核心的问
题，也是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相关负责人建议，应推出
一些在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方式、预防保健、
运动健身等方面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作品。

“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
型转变，他们对高质量的阅读需求愈加旺
盛。”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明
建议，出版人从选题策划、编辑排版、阅读推
广等方面加强适老化改造、提供高质量阅读。

“老年人的阅读是分层次的，也是分人群
的。”国家开放大学 （国家老年大学） 党委副
书记刘臣说，他们正加快阅读资源适老化改造
和老年人课程适老化改造，期待加强出版事业
和教育事业的融合。

老年读者数量庞大 出版服务更需细分

“我们服务的老年人多达8000余位，平均
年龄80多岁，但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单纯的
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创造者。”泰康之家服
务运营中心服务管理部总经理刘志刚说，老年
人有的热心公益，也有人开启追梦计划，有人
爱读书，还有人出版了图书。刘志刚基于文化
养老实践谈道，老年人对健康的认知已经脱离
了单纯的身体层面。大家认识到全面健康包括
最基础的生理健康，同时也包括情绪、精神、
认知、社会、创造力和文化方面的健康。

“老年是生命中重要的阶段，是可以有作
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倡导从全生命周期过
程去理解积极老龄观，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
生活，要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
的健康心态，同时立足老年群体的多维需求，
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主题出版发展研究院院长、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融媒体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谈道，构建
积极老龄观，图书是有效支撑。他说，自然生
命过程不可阻挡，但精神生命可以永远年轻。
阅读是老年人对抗疾病与衰老、积累智慧、关

爱自我的有效途径。
“通常认为年龄越大，数字阅读水平越

低，但我们在问卷调研中发现，80岁以上的
人参与问卷调查时，很多是用类似‘傻瓜相
机’式的智能设备。”韩建民由此谈道，如何
利用大量已有资源进行适老化出版，尤其是利
用融媒体、数字化技术服务老年阅读，需要出
版人深入思考。他建议出版社进行品牌叠加，
推动一般图书优秀产品与老年图书出版融合发
展。出版人要认识到，老年人不是数字阅读的
门外汉，甚至很多老年人还是视频知识学习的

“弄潮儿”。用好融媒体技术、平台服务老年阅
读大有可为。

挚友与枕边书都是老年生活乐事。银龄阅
读论坛上，文化养老实践者、老龄化战略研究
者、融媒体出版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了阅读对
构建积极老龄观、实现文化养老的积极作用。
他们认为，阅读是老年人精神生命的有效支
撑。阅读被称为神经运动、心理体操。老年人
爱阅读不仅有助于提升健康素养，还有利于改
善心理健康，相关各方应共同努力，为老年阅
读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读、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阅读也是心理体操 老有所读老有所乐

“现在的小孩不太看连环画，但
很多老年人对连环画有感情。”郭义
强说，一些老年读者爱阅读，但视
力等阅读优势在下降，出版人可以
尝试推出适合老年读者的连环画。
他由此谈道，老年人关注运动、养
生，也喜欢书法、绘画，还有人喜
欢回顾人生、爱看人物传记，或者
喜欢品读经典，进一步了解世界。
老年人的阅读很广泛，期待出版人
能出版更多内容与形式兼具、高质
量的适老化图书。

“从首届银龄阅读论坛关注老年
阅读、关爱老年生活，到今天倡导
老年阅读、强化树立积极老龄观，
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全社会、全行业
共同关注，通过出版与阅读将健康
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过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
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
编辑丁以绣说，老年人对于纸书有
亲近感，老年阅读有需求也有时
间，要充分关注老年读者市场，满
足他们的需要。

围绕老年阅读与积极老龄观，论
坛上有人分享经验，也有人分析问
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刘志刚说，泰康之家的园区图书
馆与属地街道、区、市图书馆建立联
系，定期图书流转丰富了所藏图书。
此外，园区举办的朗读者等阅读活动
非常受欢迎，目前已经成为老年阅读
活动的IP。

韩建民注意到，老年阅读公共
空间存在配套设施不足、使用率不
高等问题。他同时提出，当前形成
老年图书出版品牌的出版企业比较
少。大多数出版社有一定数量的图
书与老年群体阅读偏好相匹配，也
有一部分大字书，但规模比较小。
刘臣也关注到，当前老年阅读的载
体还不够丰富，能广泛引起老年人
阅读兴趣的内容相对单一。

王利民建议，加强老年出版顶层
设计、选题策划、阅读推广。出版企
业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年龄特征、审美
特点、需求阅读等有针对性地编辑
出版一大批适老图书，有针对性地
加强适老化改造，开发数字阅读产品
和设备，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阅读需
求。同时，加强志愿者服务，通过
优质书单推荐等诸多途径，进一步
丰富老年阅读活动，加强老年阅读
领读人队伍的建设。

深化适老化改造
量身定做阅读服务

银龄阅读论坛现场。

银龄阅读论坛圆桌讨论现场。

现场观众用心聆听。

与会嘉宾主题演讲。

本版图片均由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组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