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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春深，书香致远。书页间的文字是桥梁，连接着未知与渴望，将千万种人生折叠成掌心的光。捧起书的每一刻，都在赋予生

活新的可能。在这个信息如暴雪般倾泻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阅读，让文字慢慢抚平心灵的褶皱。在今年“4·23”

世界读书日前后，众多主流媒体承担媒体责任，发挥媒体优势，纷纷推出专题、专栏或特别报道，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

当我们在信息洪流中迷茫徘徊，是谁为
我们点亮一盏明灯，指引知识的方向？当碎
片化阅读逐渐侵蚀深度思考，又是谁在坚
守，让阅读回归启迪智慧的本质？答案是媒
体。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媒体正以多元化
的平台、创新的形式，成为当之无愧的“摆
渡人”，引领大众驶向知识的彼岸。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海洋广阔无
垠，却也容易让人迷失。媒体开设的阅读主
题周刊、版面和专栏，宛如一座座知识灯
塔，为读者照亮阅读的航道。以 《光明日
报》的“光明悦读”版块为例，每期聚焦一
个文化命题，邀请学者撰写深度书评，将碎
片化阅读转化为系统性思考。这不仅是对知
识的梳理与解读，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片宁
静的思考空间，让阅读不再是浅尝辄止，而
是深入灵魂的探索。

传统纸媒的阅读周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以深度的内容、专业的视角，为读者
挖掘书籍背后的故事与价值。网络平台的精
品书评则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打破时空
限制，让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读者能够分享
阅读心得，形成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广播电台
打造的名著导读音频，更是将阅读场景拓展
到听觉空间，让读者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通
过声音感受名著的魅力。这些多样化的媒体
平台，如同一个庞大的知识网络，将阅读的种
子播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媒体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阅读模
式的创新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一
起读书吧》，打造沉浸阅读新模式，吸引过
亿人次关注。这种创新，让全民阅读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也为阅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数字时代，媒体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将阅
读与移动场景、听觉空间、社交网络相结
合，让阅读变得更加便捷、有趣。

广西广播电视台《遇见好书》栏目，通
过邀请文化名人推荐图书，构建作家和读者
的思想共同体。这种模式不仅让读者接触到
更多的优质图书，更让阅读成为一种社交活
动，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各地打
造的数字阅读平台，如“书香安徽”“书香
八闽”等，整合了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开
展多样化的阅读活动，让乐读善读成为社会
风尚。这些创新实践，让阅读在数字时代获
得新生，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推动全民阅读的过程中，媒体还发挥
着凝聚阅读力量的作用。通过宣传阅读品
牌、阅读典型，媒体营造了浓厚的阅读氛
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阅读中来。安徽通过
安徽全民阅读网等媒体宣传策划，多层次、
多角度地宣传阅读，让阅读成为安徽大地的
文化风景。河南的“书香河南”平台、吉林
的“吉阅万家”平台、宁夏的“悦读宁夏”
平台等，都在为当地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资
源，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媒体就像一条纽带，将读者、作者、出
版机构等各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阅
读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位置，共同为全民阅读贡献力
量。无论是学者的深度解读，还是普通读者
的阅读分享，都在其中产生共鸣，汇聚成一
股强大的阅读力量。

在全民阅读的征程中，媒体作为“摆渡
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它以知识为舟，
以创新为帆，在信息的海洋中，把大众摆渡
到知识的彼岸。未来，希望媒体能够继续发
挥优势，不断创新，为全民阅读搭建更多优
质平台，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共同构建一个书香四溢的精神家园。

媒体是全民阅读的
“摆渡人”
□张席贵

除了常规报道，针对一些阅读
话题、阅读现象，主流媒体也积极
关注，深度挖掘报道。

在潮新闻的“世界读书日”专
题中，一些与阅读有关的话题报道
就十分吸睛。《我问 AI 为啥还要阅
读》视频报道，采取向AI提问的方
式，引领大家思考读书的意义。《世
界读书日聚焦阅读障碍：究竟是什
么，该如何面对？》一文，则关注到
了有阅读障碍症状人群的阅读情
况，并提出帮助他们的方式。

当 AI 能 3 秒生成一个故事，短
视频变成了生活中见缝就能插针的
主要休闲手段，我们还能从阅读中

“功利”地收获什么？《湖南日报》
聚焦当前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阅读环
境，邀请了一位书店店主、一位畅
销书编辑、一位曾获“骏马奖”的
作家，以笔为桨，从卖书者、编书
者、写书者的角度，剖开他们关于
书的叩问：“阅读对你来说是什
么？”“为什么选择开一家实体书
店？”“一本好书是如何产生的？”希
望通过大家的回答，带给读者关于
阅读的触动。

我们为什么读书？针对这个经
典且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宁夏日报
客户端用一组手绘海报回答了这个
问题。“读书像Wi-Fi，静默无声却
让你连接全世界”“读书，是成本
最低的投资，亦是门槛最低的高
贵”，这组手绘海报中，生动而有
趣的文案，又何尝不是深厚阅读的
积累所得？为什么读书？问题的答
案已经不言而喻。

地铁走走停停，一段旅程或许
只有半小时，但地铁未必不是最佳
阅读场所。有这样一群人，在地铁
上享受阅读。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推出
特别策划——“对话地铁上的读书
人”系列视频，记录10位上海地铁
阅读者的故事。这些报道对象中，
有中学教师，有超市营业员，也有
科研服务者，他们分享自己最近阅
读的图书和阅读故事，让更多人看
到地铁上阅读的真实感受。

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可以看到，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和新媒体中心共
同组织推荐的“大地书单”，围绕

“AI时代，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出版、文艺、
科技、教育等不同领域的20位荐书
人，推荐35本候选图书，在人民日
报客户端“大地书香”专题中予以
集中呈现，参照网友的评论与推
荐，最终推选出10本上榜图书。这
10本兼顾主题、品质和可读性的好
书，带领读者收获科技新知、文化
滋养、宏阔视野和精神能量，铸就
更强大的内核。

媒体提供书单已不是新鲜事，
但在书单提供上，媒体也在持续探
索更多的新鲜形式。

新湖南客户端通过DeepSeek精
选10本好书，这些书从生命的初章
到青春与探索，从中年的困境到暮
年的回望再到死亡与超越，呈现生
命各阶段的困惑、觉醒与智慧。

川观新闻联合阿来书房，特别
甄选近期好书，为读者奉上一份好

书书单，让读者推开这扇阅读之
门，在书香中遇见未知的自己。为
读者提供了如《大河源》《世上为什
么要有图书馆》《比山更高》等一批
优秀图书。

为迎接“4·23”世界读书日，
助推全民阅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联合70余家出版单位推出《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5年世界读
书日推荐书单，类型涵盖主题出版
类、社科类、文学类、科技生活
类、少儿类五大类，并用通版的篇
幅对这70本书单进行全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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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4月23日，《人民日报》在文化版推出了

整版读书日特别报道。《静心阅读 充实成长之
路》报道以《2025年度中国青少年阅读报告》为
中心切入，聚焦青少年群体阅读，邀请科学家、
学者、作家、教师等回答几名小读者提出的与阅
读有关的问题，共同探讨“AI时代，儿童青少年
如何阅读”。报道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即
小读者提问、相关人员回答，实现在纸质版面
上的巧妙对话。值得点赞的是，回答人并没
有局限在专家学者等群体，还有来自一线的教
师、阅读爱好者等，多角度展现对于青少年阅
读的建议。

《新华每日电讯》在4月23日当天，推出
了《“别让书成为摆设，让书在阅读中活起来
吧！”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专访作家迟子
建》 报道。在与新华社记者张玥的一问一答
间，这位以生动文字雕刻时光的作家，分享了
她的阅读体验和阅读哲学，如老朋友围炉夜话
般，讲述文字如何照亮故乡，如何让冻土带上
的野蔷薇在纸上永不凋零，以及在喧嚣时代守
护阅读的意义。报道还呈现了迟子建《好时光
悄悄溜走》一书的选文，分享文字的魅力、阅
读的力量。同时，新华社客户端还发布了一则
简短的视频报道，是迟子建给张玥的回信。视
频中，张玥轻柔地读着信中的内容，形式轻松
随意，与此前的专访报道形成了巧妙呼应。

在出版界的推动和努力下，中国优秀图书
越发成为世界读懂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光明日报》将报道视角放宽到世界范围，在
4月23日当天推出了《聆听国际书展上的中国
声音》。报道邀请资深出版从业者，听他们讲
讲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一线见闻，了解世界出版
业最新动态，聆听国际书展上的中国声音。江
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
外文出版社首席编辑、主题时政编辑部主任蔡
莉莉，接力出版社总经理、资深总编辑白冰等
资深出版人，纷纷介绍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优
异成绩。

早在4月19日，《中国青年报》就推出了
“思政育人·悦读中国”特刊，邀请10位来自
“双一流”高校校长和8位来自第十四届全国
政协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的委员，从不同维度深
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因何阅读、如何阅读。他
们的见解，既有对传统阅读价值的坚守，也有
对数字阅读趋势的洞察。4月23日当天，《中
国青年报》 又推出专版，邀请 9 家出版社社
长、总编辑，推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希
望通过荐书为广大青少年在信息洪流中擎起一
盏指引阅读方向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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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贡献媒体力量，主流
媒体还纷纷发起形式多样的阅读互
动和相关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当教育者躬身阅读，经典智慧
如何照亮育人之路？为了进一步营
造浓厚的阅读氛围，上游新闻举办

“一句一智慧·书香润己心”短视频
思享会活动，邀请重庆市各大中小
学和幼儿园，以及高职、中职、特
殊教育书记/校（园）长分享让自己
获益匪浅的书本中的金句。短视频
中，十几位教育工作者分享着阅读
中的金句，与读者共同遨游在书本
的海洋中。

随着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的
到来，“南都读书月”也如约而至。
南方都市报客户端推出“72 小时
阅读马拉松：与 AI 共生”系列直
播活动，邀请 5 位知名学者、作
家、译者与读者线上相约，带来连
续3天共5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AI赋能下的智慧阅读，让经典
文化以更生动、更个性、更便捷的
方式触达大众。科技正在重塑阅读
边界，让全民阅读迈向更智能的未
来。《扬子晚报》携手北京日报京直
播、极光新闻、新黄河、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冀时客户端 1 直播、正
观新闻冬呱直播、广西都市频道、
百姓关注、新甘肃等10家媒体共同
带来“阅见未来·AI上悦读——全国

主流媒体世界读书日联动直播”，邀
请读者一起感受AI赋能下的新型阅
读方式，一起爱上阅读。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邀请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
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南京
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与南京大
学文学院研究生张子玥一起，以古
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为例，分享

AI赋能下古典文学学习的新体验。
北京日报客户端推出了“书名

填字谜”海报 《读书日一起来填
字谜！看看你能填对几个？》，在
海报中，读者可以依照自己平时
的阅读积累，用书名进行填字游
戏。这 3 张“书名填字谜”海报横
竖里都藏着经典，让读者在轻松
互动间检验自己的阅读成果，感
受别样的乐趣。

同样是趣味互动，海南日报客
户端发起了一场 emoji 猜书名大挑
战，测测自己的“读书浓度”有多
高。《论语》《红楼梦》《老人与海》
等中外名著的书名，均以emoji表情
形式出现，趣味性极强。

然而，不少人收藏了一堆书
单，买了无数本书，却没有真正打
开书读进去。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上观新闻发起了“14天阅读成
长计划”特别挑战。4 月 17 日至 30
日期间，上观新闻助力读者把“想
读”变成“在读”，把“读不完”变
成“停不下来”。

南方+客户端推出“粤读越有
味”主题征文活动，鼓励青少年用
三行诗解锁广东美食，共赴一场
舌尖与诗意的双重盛宴。稚嫩的
诗句里，广东味道化作童话，甜
了时光，每一行诗里皆是城市的独
有风味。

活动互动联动 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共阅读

媒体以多形式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在传统报道外挖掘更多可创新性
□本报记者 齐雅文

■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