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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地图

20年，河南省新华书店中原图书
大厦持续在实体门店阵地建设、文化
活动内容创新、阅读服务品牌打造、融
媒矩阵渠道拓展等全民阅读创新工作
上深耕细作，坚持社会价值创造者、业
态创新探索者的角色定位，努力成为
读者心中的“精神家园”。20 年正青
春，告别少年已栋梁，变了的是人文环
境，不变的是朝夕相守的那颗初心。

2023年，河南省新华书店中原图
书大厦迎来及冠之年。在这 7300 天
成长的道路上，作为郑州市民心目中
享受精神食粮的首选“老字号”，中原
图书大厦从图书零售卖场到集文化生
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式阅读空间的
蝶变，见证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也坚守
着新华品牌的责任与初心。“20年来，
我们以人为本，努力创造更多元的文
化空间，主题书展、文化沙龙、定制服
务……时间馈赠书店的，我们也想与
读者一同见证。”中原图书大厦经理刘
保权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
绍道。

从成立、成长到重塑升级

镜头转回到 2003 年，这一年，中
原图书大厦作为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集团旗下的旗舰示范店建成开业。这
一年，刘保权开始到这里工作。他见
证了中原图书大厦从成立、成长到重
塑升级，再到现在作为“城市会客厅”
的文化标杆，持续为郑州市民输出优
质的文化服务。

“2003年时的书城共4层，建筑面
积达6683平方米，经营图书、音像、期
刊、数码、书法字画等，是当时绿城郑
州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刘保权介
绍，紧跟时代步伐，中原图书大厦顺应
文化消费市场的更迭变化，持续对门
店阶段性进行升级改造。

2012年，中原图书大厦创新思路
转型，对卖场整体规划进行功能性布
局，首次引进数字体验区、非遗文化艺
术品区、茶艺休闲区、社会功能服务区
等，一座文化综合性复合式书店的雏
形初显。

2016年，中原图书大厦回声馆正
式启幕。“24 小时营业、咖啡简餐、随
处可席地展读的木质阶梯……这在当
时开创了一种独特的阅读和生活方
式。”刘保权坦言，彼时的中原图书大
厦正以“最美书店”的姿态，成为城市
人心目中的人文艺术高地和文艺青年
聚集地。

此后，中原图书大厦以读者需求

为出发点，实时洞察市场变化，在不
断升级的细节中提升读者阅读消费满
意度。

2023年，中原图书大厦经过场景
重塑升级焕新启航，以“红色河南、阅
读河南、老家河南、学府河南”为引，
在特色植入、文化表达、店面风格等
方面准确定位，展现河南当地优秀的
传统文化、艺术空间。同时，大厦植
入豫版作家专区，突出展示河南文化
典籍、古今名人、方志方言、非遗文
化、创意文创等，让读者在欢喜游逛
间读懂河南。

“重新装修后，感觉这里更像是一
个文化博物馆，尤其是对于孩子，他能
很直观地了解从书中‘走出来’的知
识。书店的这些改变完全是从读者需
求出发，我真切地感受到国有文化企
业的使命担当。”一位“80 后”读者由
衷感叹。

品牌引领创新营销思路

除了场景重塑，中原图书大厦多
年来以“最美读书声”为品牌引领，多
方位、创新性开展文化阅读活动。

今年，依托重塑升级后的门店场
景空间，中原图书大厦积极探索“阅
读+”模式，联合业内外多方优质资
源，打造自主创新的品牌活动并系列
呈现。如大厦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暑假连续多期推出的“人文课堂·名
师典读”主题沙龙，通过邀请郑州名

师、知名作家与孩子们共读经典名
著；联合省内知名媒体打造“红色基
因薪火传”红色主题征文，将文化
IP 引入书城，开展独具特色的文化
活动……“高频次的活动场次、高规
格的活动质量受到了孩子们和家长的
一致好评，良好的社会口碑，有效提
升了门店的客流及销售收益。”刘保
权直言。

20周年庆活动期间，中原图书大
厦以“郑好二十、芳华绽放”为主题，推
出精彩的作家分享沙龙、热闹非凡的
国潮非遗文化市集、盛世唐风名家书
画展……情怀之上，感念读者的一路
陪伴。

“之前来买书的时候，还是和父
母来买教辅，现在有了孩子，周末一
有时间就会带她泡在这里，可能也是
一种习惯和认同吧。”一位“80 后”
读者感叹。

“买书我只信任新华书店，作为考
生，知道这里的资料会更全。如果不
说已经20年了，我会觉得它还算比较
新，而且舒适度非常好，尤其是这里有
自习室，我可以在这里不受任何干扰
地学习，希望书店今后能越来越好。”
一位考研的学生如是说。

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

近年来，中原图书大厦立足主业
主责，持续打造运维以公众号、视频
号、抖音、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矩

阵，以“书香河南文化服务平台”“百姓
文化云”“云书网”为抓手，围绕全民阅
读和公共文化两大方向，扎实推动阅
读服务出新出彩、触达基层。

中原图书大厦还联合省内重点媒
体，策划推广品牌文化活动，线上线
下相互引流、相互赋能，依托媒体力
量树立书店特色品牌，通过高质量的
文化供给，增强读者的文化获得感与
幸福感。

刘保权举例道，大厦联合河南日
报顶端新闻打造的“书香河南·书匠
说”文化内容 IP，聚合了国内优质出
版资源，通过邀请国内文化领域风云
人物走进书店，结合全民阅读、社会关
注的热点打造深度互动话题，与具备
新锐视角、前沿思考的作家学者进行
思想碰撞，以全新视角挖掘创作者背
后的故事。据统计，“书香河南·书匠
说”IP自今年4月在顶端新闻客户端
注册创作者号以来，总阅读量已达到
13.8万。

谈及今后发展，刘保权介绍：“我
们将通过地域特色、地标文化、元素特
色的挖掘，服务空间的打造，塑造文化
标签，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根据区
域文化消费需求，围绕‘三类文化’‘两
类人物’，优化植入阅读服务，探索价
值共生，以阅读空间服务、阅读活动创
新、店外流动服务三个方面为抓手，以
人为本不断优化提升用户体验和增值
服务，去探索从传统图书零售商向阅
读服务商的转变。”

河南省新华书店中原图书大厦：

20年初心不变 及冠之年再出发
□本报记者 吴明娟

3 个月内直播交易总额百万实
洋，目前直播间关注人数超6万，月
均复购占比大于20%……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自2023年4月初正式开始运
营官方视频号以来，7个多月已在出
版社新媒体运营方面探索出不少有益
经验。该社融媒体中心经理李升炜向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分析，
新媒体运营应明确定位和风格，做好
底层建设；进行社交互动，重视客户
反馈；数据驱动决策，精细化运营。
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直播间背
后的意义：不只在卖书，也在推广大
众阅读。

走差异化路线，做宁静
舒缓的直播间

“快节奏时代，我们用读书陪你
慢下来。”11 月 28 日 16 点半，伴随
着舒缓的乐声，在暖黄色调的书房场
景下，每天一播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视频号准时开播。5个小时的直播
里，主播团队向观众推荐了《感谢生
命的美意》《书里书外》《资治通鉴全
本新注》《企鹅布鲁姆》 等多本图
书。两位主播娓娓道来，专业又不失
亲切，吸引了许多粉丝点赞，并下单
购买图书。

“人们对直播间的定位，往往是
喧闹、嘈杂，对于购物类直播间尤其
如此，我们的有所不同。”李升炜告
诉记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走差异
化路线，最终确认下来的定位是“做
宁静舒缓、影响和鼓励大众阅读纸质
书的直播间”。

这一定位是依据该社的品牌风
格，以及前期一系列的调研、学习优
秀同行账号经验及读者消费习惯而制
定的。为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社

领导研究决定成立融媒体中心，部门
的定位是“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
传互融、利益共融”。

近年来，融媒体中心多次开展融
合营销实践。例如 2021 年，中心借
助精准定位及点对点推广，让定价
198元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
史》 售出 5000 余册；通过小书店联
盟、公众号以及小红书博主的组合营
销，“伍尔夫作品集”系列销售 2 万
余册，并且还在平台上持续发力……

“融媒体时代，传统出版社的营
销宣传要在扩大传播范围、提高营销
效果、增强互动性、优化资源配置、
创新发展模式五个方面进一步突
破。”李升炜说，近几年来，出版机
构、书店、大型图书销售平台纷纷尝
试以短视频+直播带货的形式进行销
售，在此背景下，该社也在经过充分
调研准备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潮流，
开始创建自营直播间。

围绕“人”“货”“场”不断
下功夫

“我们筹备自营直播间，无论是
在定位、风格等软性条件，还是在场
地、设备、人员等硬性条件上，都得
到了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基于这些支
持和信任，我们才敢于尝试，大胆试
错。”李升炜介绍，在确认基础定位
后，他和同事们又进一步提炼出直播
间的关键词——陪伴、信任、阅读推
广，希望从“利他”和“长期”的角
度来打造直播间，与观众建立长期信
任关系，不断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销
售业绩。

好内容+好货品+好服务=更多的
自然流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直
播间的“人”“货”“场”上不断下功夫。

人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直播间营
销是以“人”为中心的，主播的选择
极其关键。“我们需要一位真实、自
然的主播，他/她要做的是分享、介
绍图书，成为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尽心阅读、诚信分享，但
不用做（也做不到）完美、全面、渊
博的讲书人。”李升炜说，该社融媒
体中心采取弹性工作、柔性管理，关
注个体的配合、信任和协同工作，而
不仅仅是单一任务的完成，这有利于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更好地提高工作
效率。

关于直播间的场景布置，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综合运用贴片、音乐、
布景、灯光和机位等要素，打造出有
高级感、有质感、不喧嚣的镜头场
景，并且会根据节点和相关策划大胆
调整。与此同时，直播间也确定了一
套立体的选品策略：主推优质图书，
包括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装帧精美
的高价书，以及内容经得起考验、适
合大众阅读的平价书，并以一些价格
偏低的其他类型图书作为福利产品，
来降低用户的决策成本。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直播间在一些关键数据上获
得了成绩：直播间关注人数超 6 万，
自然流量累计500万观众；销售额从
不足百元提高到单场最高5万元，开
播 3 个月内直播交易总额达百万实
洋；20%的客户有复购行为，他们不
但自己买，也推荐给他人购买。

客户长期信任是最宝贵
资产

面对成绩，李升炜表示，客户的
长期信任是最宝贵的资产，要好好珍
惜。长期信任带来持续复购、免费的

口碑宣传，也带来意见、建议和客户
期待。“客户信任带给我们成交、流
量以及品质改进。对于这些细节，我
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在卖产品的同
时，更多是在卖服务。”

在具体的运营中，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注重和用户的社交互动，重视
用户的反馈。客户服务中尽量做到及
时、周到，以解决用户问题为目标，
逐条分析已下单用户的留言。“我们
这项工作才起步，这也是我们和用户
共同成长的过程。当收到客户的肯
定、鼓励以及批评建议时，我们会尽
力回复每一条留言和私信。”在李升
炜看来，建立直播间，不仅是要带来
销售额的提升，也是出版社和读者高
效链接的机会。

除了进行社交互动，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还注重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微信视频号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功
能，可以帮助出版单位更好地追踪观
众行为，揭示什么图书受欢迎、什么
内容需要改进，从而驱动运营策略调
整，提高直播间内容的吸引力，更好
地满足用户需求。相关工作人员每天
会跟踪实时数据，并在直播结束后进
行复盘、研判，及时调整直播策略。

“经过持续深耕，我们在视频号
直播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趋势不等人，如何进行跨媒体融合，
利用 AI 技术实现智能化营销、全渠
道营销，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定制服
务，是我们自营直播间，以及融媒体
中心亟须回答的问题。”在李升炜看
来，现代人面对的焦虑和许多难题，
都可以通过阅读纸质书来探寻答案，

“当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不只在卖书，也是在推广大众阅读
时，就能更好地面对短期困难，践行
长期主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个月内直播交易额达百万的秘诀
□本报记者 汤广花

一驾古老的木质马车，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如今，它静静地
驻停在了辽宁省盘锦市福德汇·当当书店内。福德汇·当当书店
被称为开在博物馆里的书店，书店内共有关于像这驾马车一样
的辽河民俗文化展品1万多件，共有3万多本书供读者品读和选
购。2023年，福德汇·当当书店获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
最美书店”。

福德汇·当当书店是当当实体书店的全国第19家分店，于
2018年11月开业，书店开设在辽河民俗博物馆一楼，采用多层
叠加“书店+党建+博物馆+文创+非遗+地域出版物+咖啡馆+
技能培训”复合经营模式。“书店通过当当网大数据分析调查，搜
集盘锦读者的阅读兴趣，并根据数据资料选择进货书目，实现线
上线下同价，体验与实惠兼得，从同质化的经营模式中脱颖而
出，助力书香城市建设。”福德汇·当当书店总经理辛亚萍向《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说。

“书店+党建+文创”

“福德汇·当当书店内专门设置党建书屋，与多家党支部开
展联建共建和深层次合作，成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网红地。”
辛亚萍向记者介绍，书店常邀请盘锦市委党校知名专家教授，为
广大读者讲授经典党课，邀请红色作家吴连登为广大读者零距
离讲述红色故事。

书店还与盘锦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线上“读盘锦”栏目，通
过少年读党史、青年读党史、巾帼读党史活动，让更多人走进直
播间，用声音传播正能量。书店在党建工作中发挥的助推书香社
会建设作用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肯定，书店曾获2021年度盘
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盘锦市兴隆台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书店创新经营模式，丰富产品业态，与国家图书馆文创、故
宫文创、盘锦有礼等品牌有良好合作，展示展销活动常驻书店，
书香文化市集氛围浓厚。与此同时，书店还引进地域非遗文创产
品，如盘扣、苇编、锔瓷、折纸、剪纸等，大大丰富了店内文创产
品，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让书店在发展中能够时刻焕发
新意、保持热度，为“书店+文创”注入长久活力。

“书店依托节日、节庆内容举办主题展览活动成为常态，展
品全部来自近在咫尺的辽河民俗博物馆。”辛亚萍介绍，他们集
中举办过晚清时期的马车、民国时期田庄台古渡的老船等主题
展览，通过“静态展示，动态传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让
图书馆里的图书动起来。

“书店+非遗+地域出版物”

“我们同样注重非遗的动态传承，定期邀请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走进书店，现场演示、制作、讲解如施氏套色
剪纸、占氏蒲草编织、孙雪根雕等非遗项目，与市民互动。”辛亚
萍向记者介绍，书店坚持多年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古渔雁民间故事搭建学术空间，让非遗传承在书店
火起来。

福德汇·当当书店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基地，举办
了多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河口故事会”活动，大大提升了
辽河口文化的知名度。

书店内专门设立了地域作家专柜，与盘锦市作家协会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引进王本道、杨春风、宋晓杰、杨洪琦、庞伟华等几十
位地域知名作家作品，让更多读者了解家乡历史文化。其中，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盘锦市作协主席杨春风创作的《田庄台事情：辽河
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辽河渡：1931—
1945》等文学作品获得诸多荣誉及奖项，广受读者认可。

辛亚萍向记者介绍，书店设置在盘锦文化产业中心区域，同
时也是人流量大、商业和文化氛围浓厚的区域。书店借助以咖啡
为主的饮品服务和烘焙等简餐服务，转向了场景服务的多层次、
多范畴经营，主动将书店“搬”到了顾客家门口，为读者的文化活
动提供良好的体验感，从“等客来”变“广招客”。

此外，书店根据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求，积极探索校企共建
新模式，通过引进精品读物、营造童趣氛围、开展实践活动等方
式创造分级阅读环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自成立以
来，书店举办了“小小图书管理员”“我是小红军”“博物馆讲解
员”等数百场研学绘本讲座、DIY烘焙课堂、读书会等社会实践
活动，吸引了上万名小读者参加。

“书店+名人名家”

今年6月，作家马伯庸作为特邀嘉宾，携新作《长安的荔枝》
在盘锦亮相，他与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开启了“书香盘锦、全民
阅读”一本巨型图书，为盘锦全民阅读加油助力。随后，马伯庸在
福德汇·当当书店现场签售新书，同现场热情的读者们分享了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伯庸受邀成功进行新书签售，展示出福德汇·当当书店

在地区及业内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广大读者对阅读的热爱。”辛
亚萍介绍道。

今年9月，“书香盘锦、全民阅读”科普中国形象大使张腾岳
读者见面会在福德汇·当当书店举办。这是盘锦市在大力推进

“书香盘锦、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举办的一场大型新书发布签
售活动。

张腾岳携新书《人类真的了不起》与盘锦书友近距离交流，
他从恐龙灭绝的谜题切入，与读者们分享了航空航天的相关知
识，以及人类为实现太空梦所做的努力……这些科学知识，让现
场的盘锦书友，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收获满满。

“我们计划每个季度都请一位名人到书店签售或作讲座，来
丰富广大读者的业余文化生活。”辛亚萍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
过福德汇·当当书店这个载体，以及邀请名人名家来书店的形
式，与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同时通过活动，书店让读者在逛书
店的时候，不仅能够买到喜欢的书籍，同时也能够参观家乡历史
文化传承的老物件。”

辽宁盘锦福德汇·当当书店：

开在博物馆里的“最美书店”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文/摄

中原图书大厦积极探索中原图书大厦积极探索““阅读阅读++””模式模式，，打造系列品打造系列品
牌活动牌活动。。 中原图书大厦中原图书大厦 供图供图

读者在福德汇读者在福德汇··当当书店内阅读当当书店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