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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乡
村阅读“故事会”在山西太原举办。活动由
中央宣传部印刷发行局、中央社会工作部
五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组
织，来自多个省份的农民读者代表、乡村
阅读推广人、农家书屋管理员登上舞台，
讲述自己与阅读的动人故事。活动现场，
还启动了2025年“点亮阅读微心愿”图书
漂流活动，并为入选“中国好人榜”的5位
乡村阅读推广人颁发荣誉证书。

播撒“种子”，阅读点亮乡村之光

当书页翻动的声音越过稻田，阅读
便成了泥土里生长的根系。伴随着《如
果我是一粒种子》的开场，农家书屋管
理员刘良洪、宋庆莲在田间地头播撒阅
读“种子”的温暖故事映入眼帘。

作为湖南省浏阳市大瑶镇杨花村党
总支书记、杨花书院农家书屋负责人，
17年来，刘良洪带领杨花村的乡亲们打
造农家书屋升级版杨花书院，构建起集
阅读交流、家风传承、普法教育、儿童
启蒙、非遗展示、村史展览等于一体的
多元文化空间。

“我们杨花书院的特色，集中体现在
‘杨花’两个字上，它实际上开出了‘三朵
花’——开出了文教兴村的梦想之花，开
出了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花，开出了产业振
兴的共富之花。”刘良洪自豪地说。

宋庆莲是湖南省临澧县佘市桥镇文
家店社区的一位普通农民，也是一名执
着追求文学梦的农民作家。2010 年春
天，宋庆莲主动向政府申请，把自家的
堂屋腾出来做农家书屋，并搬出自己的
全部藏书供大家借阅。“来借书的有扛着
锄头的乡亲，追着萤火虫的孩子，还有
开车几十公里来借种养书的返乡创业年
轻人。这里是乡亲们的技术站、孩子们
的百草园。”宋庆莲倍感幸福。

现场播放的短片《山桃味的夏天》，
讲述了贵州省“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周蓓蕾和“大山小爱”志愿者们
回归乡村、爱心支教的心路历程，分享
推广亲子阅读的实践经验。

“可能一年两年还看不出变化，五
年、十年、二十年，这片土地一定会有
所改变，我们期待支教的未来是不需要
支教，通过推广乡村阅读帮助孩子们养
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周蓓蕾坚定地说。

成就梦想，书香涵养文明乡风

“故事会”上，一曲酣畅淋漓的高平
鼓书《读书好》后，山西省高平市良户
村良户书院管理员鲍贵云分享了良户书
院近年来不断探索管理模式，以多彩阅
读活动传承家风家教、培育时代新风，
让千年古村焕发新韵的点滴故事。良户
书院是康熙帝师田逢吉的故居，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学子。鲍贵云说：“无论是曾
经田家之私学，还是今天服务于更多人
的乡村阅读中心，教育的意义亘古不
变。那就是承耕读之良风，继不朽之户
枢，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

被人们称为“拇指作家”的马慧娟
来自宁夏西海固，只有初中学历的她，
用拇指敲下上百万字的作品，前前后后
按坏了13部手机。“有人说这是一个人
生逆袭的故事，但我想说，这也是一个
长期坚持读书的故事。”马慧娟发现，随
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持续开展，随着乡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全覆盖，农民读书
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马慧娟与来自甘肃省的“读行侠”朱
彦军和“田鼠大婶”裴爱民展开对话，分享
他们与阅读、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我是一个阅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
阅读，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现在，
我不光自己读书，还在尽力把阅读的快
乐分享给更多的人。”曾是水暖工，现在
是静宁县文化馆正式职工的朱彦军表示。

“很多人觉得农村妇女就该好好种
地、围着锅台转，但我认为，农村妇女也应
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通过读书丰富
内心，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裴爱民说。

兴业富民，阅读指引乡村发展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鑫

藏修书屋”主理人金旸，将公益书屋
化作激活乡村文化的“量子芯片”，带
领 村 民 谱 写 科 技 兴 村 的 未 来 。 她 在

“故事会”现场分享了浙江如何创新运
用文化特派员制度赋能乡村阅读、人
文乡村建设，在田间地头“种”下诗
和远方。

“文化底蕴是实现乡村精神和文化共
富的关键基础。”金旸表示，浙江乡村凭
借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不断挖
掘特色各异的乡村阅读推广主题，形成
了乡村阅读百花齐放的局面，也让阅读
成为乡村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金旸说，以她所在的百丈镇为例，
“鑫藏修书屋”结合当地宋韵文化、大
运河苕溪文化遗迹，打造了宋韵文化传
承体验基地。游客在这里穿汉服、点
茶、逛集市，体验“回家”的温暖；
村民的土特产通过文化赋能成为网红
商品，文化与经济的双向奔赴就这样产
生了。

情景剧《江边的承诺》讲述了首届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江苏省江阴
市“95 后”新农人郑冰清的动人故事。
她利用农家书屋、实验室、养殖大棚开
办了“流动渔业技术夜校”，还为乡亲
们推荐了不少图书。“作为新时代农
民，我会始终坚守水产养殖研究，用创
新思路和理念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
裕。”郑冰清说。

走进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故事会”，听精彩、动人的故事——

阅读在乡村“种”下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4 月 23
日，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和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组织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书香
校园”建设推进会在山西太原举行。

会议强调，要坚持育人导向，绵绵
发力培育关键性阅读素养。贴近学生需
求，源源不断提供精品化阅读资源，建
设覆盖全学段的丰富、适切、优质的青
少年阅读资源库。创新机制载体，久久
为功打造沉浸式阅读场域，加强家校社

“教联体”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孜孜以

求构建融合态阅读体系，以数字化支撑
青少年阅读和终身学习。积极引导青少
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共同
汇聚全国中小学生磅礴的阅读力量，让

“书香校园”之花在书香中国灿烂开放。
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
倡导分学段阅读目标，推动每一所学校
都成为“书香校园”，开展“每天阅读一
小时”“周末阅享半日”行动；实施阅读
资源优化工程，丰富资源供给，强化阅

读推广，开展“一人一本书，送你金钥
匙”活动，关爱特殊群体，实施“光明
未来计划”；实施阅读素养培育工程，研
制青少年阅读指数，加强阅读指导队伍
建设，探索家庭亲子阅读指导路径策
略；实施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开发

“AI阅读助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覆盖
“AI伴读计划”，打造国家智慧教育读书
平台 2.0 版；实施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
程，鼓励青少年学生阅读后进行深度思
考，开展“行走阅读”。

会上，山西省教育厅、福建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等分别代表教育行政部门和教
育机构交流区域、学校推进青少年学生读
书行动和“书香校园”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教师、家长、学生代表结合最喜欢或影响最
深的一本书，分享读书体会。

中宣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单位负责
同志，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
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
关中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代表，出
版行业和新闻媒体人士等参会。

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书香校园”建设推进会在太原举行

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4月23日，
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图书馆全民阅读论
坛暨 2025 年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主场
活动在山西太原举办。

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
务”为主题，就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创新
阅读推广方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研
讨。来自国家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
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
表作交流分享。

近年来，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在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把握信息技术
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在业务管理、资源
建设、创新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图
书馆事业迈上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之
路。“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在
古籍智慧化服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华
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将于近日上线试运
行，面向大众阅读的古籍知识服务体系初
步成形。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
司、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举
办。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
负责同志，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
同志，以及图书馆阅读推广专家、图书馆
行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
图书馆全民阅读论坛

聚焦“人工智能
与图书馆服务”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4月23日，第四届
全民阅读大会·数字阅读论坛暨第十一届数字阅
读年会在山西太原举行。会上发布的 《2024 年
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显示，2024 年，我国数
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亿元，同比增
长 16.65%；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 6.70 亿，
同比增长17.52%。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表
示，数字阅读行业作为全民阅读服务体系的关键
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文化繁荣意义深远。他针对
数字阅读行业发展提出三点重要思路：其一，坚
持内容为王，着力打造高质量阅读经济，鼓励创
作者挖掘时代素材，推出彰显中国精神的作品，
同时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与优质内容推荐；其
二，积极拥抱 AI 技术，把握行业发展新机遇，
未来应借助科技创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其
三，强化版权保护，规范行业发展。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虞汉胤表示，面对全民智能时代，未来将持续运
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出版质效，迭代产品服
务，让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相得益彰。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表示，中国
移动下一步将立足新时代数字阅读使命，书写中
华文化新故事，加大优质作品出海推进力度。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
君发布《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报告显
示，数字阅读行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向以广告及其
他营收模式为主导转型。用户阅读行为更加趋向
场景化和多元化。未来，行业要构建全龄友好普
惠阅读生态，推进阅读场景化知识服务创新，以
数字阅读出海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活动现场，咪咕数媒、阅文集团、臻鼎科技
等11家网络文学企业在行业内首次发起推动网
络文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联合倡议，倡导全行业
捍卫原创精神、强化价值引领、筑牢版权防线、
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建立健全网络文学行业AI
应用规范，更好地服务全民阅读工作。

数字阅读企业代表分享了数字阅读新形式的
实践与思考。论坛还围绕推进阅读新技术规范化
应用、推动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融合发展、构建
数字阅读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等话题，邀请行业代
表展开探讨。

我国数字阅读市场
营收规模达661亿元

成年国民纸质图书电子书阅读量双增长

4月2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启。作为第四届
全民阅读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该系列活动包括“泥土书声话树理”读者交流会、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
研讨活动、“重读赵树理”系列文学讲座、人民的文学——“山药蛋派”在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进程中的贡献展等。

赵树理是山西晋城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图为在“泥土书声话树理”读者交流会上，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施战军（左二），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刘醒龙（左三），山西大学教授、赵树理孙女赵宇霞（左
四）与读者代表重温赵树理的文学魅力。 本报见习记者 蒲添 摄

在山西省图在山西省图““重读赵树理重读赵树理””

本报讯 （记者朱子钰） 4月21日，第三届
江西省全民阅读大会在九江启动。江西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大会以“脉承古今，书润赣鄱”为主题，安排了
“1+5+N”个重点活动，“1”即一个大会启动仪式，
“5”即 5 个大会主活动，“N”即 N 个涵盖不同内
容、覆盖各类群体的配套主题活动，其中部分配套
主题活动将持续至12月。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承
办的江右读书节同步开幕。

第三届江西省全民阅读大会年度“全民阅
读·赣版好书”、年度最美书店 （城市书房）、年
度“基层阅读推广人”名单在会上发布。

作为大会的重头活动之一，江西新华参与承
办的“寻书悦读嘉年华”书香游园会活动设置六
大板块，包括诗词问答、互动体验、优惠书展、
亲子共读、图书漂流、数字资源等，通过趣味游
园的形式，提高市民对阅读活动的参与度，激发
市民阅读兴趣，营造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

第三届江西省全民阅读
大会在九江启动

（上接01版）
超过四成的成年国民倾向于阅读纸

质图书，近三成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
数量较少。有 45.7%的成年国民倾向于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37.2%的成年国
民倾向于在手机上阅读，9.2%的成年国
民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9.1%的
成年国民倾向于听书，5.3%的成年国
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有 3.4%的国
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15.8%的
国 民 认 为 自 己 的 阅 读 数 量 比 较 多 ，
49.9%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

般，28.9%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
很少或比较少。

全民阅读品牌活动促进居民阅读，
“本地读书月”的关注度最高。2024
年，我国成年国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
的知晓率为 74.8%，其中，“本地读书
月”的影响力最大 （31.2%）。2024年我
国成年国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参与
度达67.8%，其中，“本地读书月”的参
与度最高，为 30.6%；“本地特色读书
节”和“本地大型书展、书市活动”的
参与度分别为25.6%和24.0%。

城镇阅读空间满足居民阅读需求，
基层阅读服务助力全民阅读。2024 年，
53.9%的城镇成年居民表示在居住的街道
附近有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
城市书房、报刊栏、书店、绘本馆等至
少一种阅读服务设施。36.4%的人表示去
过书店，15.8%的人表示使用过图书馆，
13.7%的人表示使用过社区阅览室/社区
书屋/城市书房。

0—17周岁未成年人阅读时长有待
提升，纸质阅读习惯需要持续培养。
2024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

阅读率为 86.6%，较 2023 年提高 0.4 个
百分点；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
均图书阅读量为 11.65 本，远高于成年
国民的 4.79 本；我国 0—17 周岁未成
年人每天阅读纸质图书 36.30 分钟。我
国 0—17 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率为 75.1%，较 2023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2024年全国阅读指数为70.90点，
较2023年提高0.14点。其中，个人阅
读指数为73.40点，公共阅读服务指数
为68.59点。

（上接01版）
家庭层面，亲子共读成为新风尚。儿童文学作

家高洪波在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家庭亲子阅读
论坛上表示：“书香家庭和书香中国建设对充盈儿
童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具有深远意义。”
数据显示，长期开展亲子共读的家庭，孩子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有显著提升。

社区逐渐成为少儿阅读融入生活的重要载
体。在太原市迎泽区，持续开展的国学文化系列公
益活动、妈妈故事会、好书分享会等各类读书活
动深受小读者喜爱，各街道纷纷打造儿童阅读角，
配备智能借阅设备，小读者可以在“家门口”与书
房不期而遇。

培养终身阅读习惯

“要以书本为望远镜，不断探索未知世界，从
阅读中汲取知识与力量，在人生的舞台上书写属
于自己的壮丽篇章。”4月23日，第四届全民阅读
大会·家庭亲子阅读论坛上，“中国天眼”总工程师
姜鹏的这番话，在现场小读者心中种下了阅读与
探索的种子。

4月23日，全国妇联主办的“有一种家风叫
书香”全国家庭亲子诵读活动启动，其中，“童声
朗朗心向党·红色经典共读”让红色基因在字里
行间代代相传，“故事爸妈伴成长·家家共读温馨
一刻”让家庭在温馨互动中传递阅读的快乐……
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让文化传承在亲子共读中
生生不息。

中国儿童中心家长服务智库专家陈苗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全民阅读从娃娃抓起”不应局
限于特定节日的短暂热潮。在教育体系中，阅读生
态的构建需要从顶层设计到日常实践的系统性规
划。学校可将阅读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板块，
让教师群体率先成为“阅读点灯人”，让阅读贯穿教
学全过程，打破“阅读仅属于语文课”的固有认知。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的示范
作用至关重要。”陈苗苗建议，家长主动放下手机，
翻开书本沉浸阅读，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形成“阅
读即生活常态”的认知。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能
在亲子互动中传递知识与情感，为孩子精神世界
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