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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五四青年节相继到来，
最近阅读活动不但在社会上活动不断，也
成为五四青年节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而
作为联系读者与新书、作者及出版社纽带
的纸媒阅读版则成为引导青年阅读的重要
阵地。

纸媒天然的新闻性使得其阅读版推
出的内容具有显著的时效性。五四青年
节前后，不少报纸读书版推出的内容与
节日相呼应，以优质的内容引导青年阅
读，成为成长助推器。如 《北京日报》
的 《京报读书》 周刊推荐的企业管理、
财经、生活、科普、文学类的图书就适
合中青年人群阅读，而其还通过摘登施
一公的 《自我突围：向理想前行》 勉励
青年读者，人生是时时刻刻的体验。《辽
沈晚报》 近期推出的“迟桂花”版面文
章选登，给文采卓著的青年读者提供了
一个展示的舞台，而其“文化·悦读”版
面推出的高洪波的 《刘海栖 〈乒乓响
亮〉：乒乓响亮 童心张扬》 一文更是紧
扣最近上映的电影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 热议现象，适时地向读者介绍了与
乒乓球相关的优秀图书。

针对青年群体的阅读习惯，各报在
做好纸刊阅读版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内
容的全媒体传播推广。在构建全媒体传
播体系的过程中，报纸不再是一张薄薄
的纸页，不少报社建立了报、网、微、
端、屏等全媒体传播矩阵。这些新媒体
传播渠道灵活、便捷，内容容量不受版
面限制，对新闻热点响应时间更快，深
受青年群体喜爱。《光明日报》 书评版、
图书报道及 《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
《书摘》 各有自身不同的定位与特色，再
加之光明网的“光明悦读”频道，客户
端开设的“读书频道”、官方微信的“光
明书屋”专栏，以及光明阅读、阅读公
社等微信公众号矩阵，组成了阅读领域
的光明传播矩阵。五四青年节期间，《光
明日报》 纸刊与新媒体传播矩阵相呼
应，在向青年读者推荐 《亲历改革：与
青年谈改革开放》《父父子子》 等优秀图
书的同时，引导青年阅读经典，分享青年
阅读生活美丽瞬间。《泰州晚报》 副刊

“坡子街”刊登的鲜活凡人小事借助网络
传播，使其迅速成为百姓喜爱的写作和阅
读平台。近几日的“坡子街”通过假期见
闻、子女教育、身边故事等一篇篇浓浓烟
火气的文章，让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青
年人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各传媒机构推出了各类公益
性阅读产品与阅读公益活动，引导青年群
体开展各项阅读活动。《中国青年报》专门
开设了“温暖的BaoBao·青年书店”，打造

“媒体+书店+文创+直播”新业态，扎风
筝、捏兔儿爷、织云锦、学造纸等非遗体
验项目及直播、访谈等深受青年群体喜
爱。《中国教育报》则将目光瞄准了中华大
地上近3亿的学生群体，致力于引领师生
阅读，《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发布的书
单主要以读书人的视角来推荐书目，中国
教育新闻网的“书香校园”品牌活动贯穿
全年，而“影响教师的100本书”活动则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全民阅读，媒体不仅引导阅读、
提供内容，更应该注重向民众提供更多公
共文化服务及履行媒体社会责任，成为青
少年成长的助推器。

引领阅读风尚
履行社会责任
□常湘萍

“五一”假期，《南方都市报》 推

出南都书单，帮助读者在假期拓宽认

知边界、增益新本领；世界读书日当

天，《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 联系

多位作家、诗人、学者、出版人、图

书编辑、戏剧导演等文化界人士，分

享其荐书、寻书、买书、读书之法；

立足贵州本地，《贵州日报·27°黔地

标文化周刊》 推出 《读方志 行贵

州》 栏目，让贵州方志“活”起来，

了解贵州历史，感受独特人文……

近年来，媒体不断开设与阅读相

关的新栏目、新版面、新周刊，或进

行读书版面栏目的改版升级，或持续

为读者提供优质阅读内容。不管是具

体时间节点的特别策划，还是持续的

深度栏目，抑或是定位精准的阅读内

容，媒体策划的读书版面、周刊等，

正发挥其媒体力量，推进全民阅读，

构建书香社会。

找准定位、明确办刊宗旨等，能够直观
反映出媒体阅读版面的特色，各家媒体的阅
读版面也在此方面不断深化明确。

《中国青年报》的阅读版致力于打造以
青年为导向，呈现青年阅读态度，引领阅读
风向的版面。《中国青年报》文化中心副主
任郭韶明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
绍，以敏锐的姿态、独特的视角、深度的思
考关注青年人的阅读需求，是 《中国青年
报》阅读版的宗旨。

“最是书香能致远。营造全民阅读的浓
厚氛围，将为社会发展的行稳致远提供重要
精神支撑。”《北京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李
红艳介绍，2023 年 1 月 6 日，《北京日报》
创设 《京报读书》 周刊，聚焦理论、文史
哲、科学新知、法律经济、京味文化等品
类，品书荐书，倡导读书学习之风，引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贵州日报·27°黔地标文化周刊》除有
封面观察栏目、视点版推出阅读类深度报道
外，还设置有“书香”版，持续引领精品好
书的阅读。

为引导全民阅读风尚，多年来，《浙江
日报》阅读版以新闻为基础，从当下图书资
讯、热点事件、业界动态等视角出发，用人物
专访、亲历、社会观察、书评、书讯、杂记、书单
等报道方式，做各类与阅读相关的内容报
道。《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副主任竺
大文表示，《浙江日报》的阅读版着眼全国，又
突出“浙江味”“人文味”，始终坚持正确的价
值观与舆论导向，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贴
切的案例，以满足当下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
需求，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目前已办4
年，是深圳报媒目前唯一的纸质图书版面。

《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 主编刘忆斯介
绍，周刊着眼时事热点，注重专题策划，争
取在有限的版面提供给读者更多观点与信
息。除了推荐近期出版的人文社科好书，对
文学也同样重视，每个季度都会推出中文小
说、诗歌的新书书单。

《新京报·书评周刊》始终坚持“公共立
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宗
旨，坚持以书的文化价值为取向，聚焦国内
外优秀的作家、作品、书评，具有影响力的
文学理论，以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阅读体
验、文化现象等，将热点传播和深度访谈相
结合。记者了解到，创刊 19 年来，《新京
报·书评周刊》已经成为文化媒体的行业标
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出版、创作者、学者
群体中拥有较为突出的影响力。

《辽沈晚报》文化副刊版面包括“迟桂
花”“读书”两个版面。“迟桂花”“读书”
的版面编辑李傲介绍，“迟桂花”版面以雅
俗共赏、品质上乘的定位和清雅质朴的版
面风格获多方好评；“读书”版面在全新改
版后，则更加侧重文学作品推介和读者参
与互动。

准确定位宗旨
明确鲜明特色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用心策
划打造的内容不仅会赢得读者的好
口碑，也会得到众多名家的赞赏与
好评。

《北京日报》今年全新创刊的
《京报读书》 周刊，是北京打造
“书香京城”大战略中为广大读书
人开辟的一个新园地。文艺评论家
解玺璋称赞：“周刊设置了思享、
人文、艺见、智汇、京味、域外、
文萃等多个专版，几乎囊括了阅读

的方方面面，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
量的新书信息，方便读者遨游书
海、选好书、读好书，而且向读者
奉献了丰富多彩的思想、精神、文
化、艺术大餐。周刊虽是新面孔，
却像是读者的老朋友，版面编排、文
章编写，都尽量考虑到读者的多层
次、多样化需要，既有大气磅礴、金
戈铁马，也有小桥流水、温婉多情，
犹如百花盛开的书香苑囿。”

“深圳人生机勃勃，爱读书且
善读书，这在全国都是特别出名
的，这当然有多方面力量、平台的
共同推动。”著名作家、江苏省作
协副主席、南京市作协副主席鲁敏
表示，《深圳特区报·新阅读周刊》
以其开阔的视野、深度的策划、持
久的耐力立下奇功。《新阅读》周
刊在有限的版面里，重点关注历
史、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书
籍，着力于延伸阅读和立体阅读，
让读书由“静”到“动”，自“有
限”到“无限”，引领读者走入阅
读的万千密林。

对于《新京报·书评周刊》，清
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任剑涛认为，周刊约请不同的专家
学者、阅读爱好者在书评周刊上展
开互动，所做的诸种推荐，能够把

一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展现给读
者，从而使得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
前对书有一个总体性认识。

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曾致电
《辽沈晚报》 文化副刊版面编辑，
表达对版面的喜爱，称这标志了

《辽沈晚报》的文化品位和新闻品
质。而“文章精良，雅俗共赏，
曲高和不寡”则是著名作家刘齐
给予 《辽沈晚报》 文化副刊版面
的评价。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
鲁平这样评价 《楚天都市报》 的

《人文周刊·书香》：“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充分体现了汇集新书信
息，引导、服务阅读生活的宗旨，
其关注的作者并不局限于名家新
作，而是聚焦呈现出版界琳琅满目
的风貌。”

弘扬岭南文化，是《南方都市
报》长期的追求和使命。在作家、
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庞贝看来，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推出的一系
列人文报道，如《走读古城》《走
读古书院》等，以生动而又多元的
方式展现了岭南独特的历史文化与
风情，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
路”很好地结合起来，为阅读赋予
了声与光。

好内容好策划 推动口碑打造

好书凭借力好书凭借力 媒体播书香媒体播书香
□本报见习记者 齐雅文

根据各自的宗旨和定位，各
媒体在其阅读版面中推出了各种
各样的策划，有的打造深度内
容，有的深耕品牌打造，有的聚
焦读者所需。

《中国青年报》阅读版日常对
阅读领域保持敏锐的触角，对作
家学人的动态长期关注，捕捉新
鲜有料的新闻进行专业解读。郭
韶明介绍，版面重点深耕 《作家
说》 和 《中青书榜》，《作家说》
栏目关注国内有影响力的作家，
进行深度访谈，作家们自然而然
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
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中青书
榜》 则由读者投票和评委会投票
产生，不定期推荐主题书单。

聚力“书香京城”建设，《北
京日报·京报读书周刊》突出首都
特色，围绕传承发展古都文化、
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
化，推动全民阅读，营造城市阅
读氛围，持续深入助力新时代

“书香京城”建设，获得业内好
评，赢得广大读者认可。

今年以来，《贵州日报·27°
黔地标文化周刊》 相继推出 《文
化空间再造 尽享阅读芬芳》《揽

黔 城 山 色 享 多 彩 书 香》 等 报
道，并配以知名文化学者顾久的
文化时评《我的阅读观》，为推动
全民阅读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记者发现，《贵州日报》今年已刊
发的 4 个“书香”版，由新书推
荐、书评、连载、选载等栏目和
内容组成，对贵州文化建设重点
书目进行连载，并制作音频产品
进行报网互动，突出了精神启迪
与审美熏陶。

多年来，《辽沈晚报》文化副
刊推出针对东北地区不同读者定
位的多元栏目，侧重地域性和规
范性，弘扬正能量，推出的策划
报道 《中国传统节气系列报道》

《振兴老工业基地征文》等，每次
都收到读者来稿几千份，其中包
括很多知名作家投稿。“读书”版
更是以较高的文化视点向读者介
绍当下文坛热点书籍、文化精
髓。经典栏目 《你问我答》 更是
架起了作家和读者的桥梁，受到
了作家和广大读者的认可。

《楚天都市报》 的 《人文周
刊·书香》内容涵盖全国各大出版
社的最新书讯、各方书评，为读
者打开阅读新世界。同时，还有

作家携新书作品与读者娓娓道来
台前幕后的写作故事，让读者靠
近作家倾听心声，触摸时代脉搏。

一直以来，《南方都市报·人
文周刊》 汇聚了众多文化名家，
呈现了大量精彩之作，赢得了好口
碑。据介绍，周刊团队还策划了

《文化中国》《海外汉学家》《走读
古城》 等系列深度报道，并推出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南都年度十
大好书”“南都读书俱乐部”等有
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有力促进了广
东的文化多元发展。同在广东省
内，目前，《新阅读》也已经成为
深圳全民阅读的品牌栏目，在全国
书评界汇聚了一定影响力，获得了
读者和出版界的好评与信任。

多重角度策划 构筑丰富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