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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自 2014 年起，“全民阅

读”连续 12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 年，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

展规划》印发；2021 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阅读从

个人志趣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各地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

动。在云南昆明，读者在自然风光中静享诗意阅读；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学生们借助考古书籍解码

三晋文明；在天津图书馆，大运河沿线 8 省份的 1000 余部新书唤醒运河历史记忆……阅读之光，照

亮未来。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益浓厚，书香里的中国，欣欣向荣。

▲4 月 19 日，在天津文化
中心，市民在书香市集上挑选
书 籍 。 当 日 ，2025 海 河 书 香
节之书香市集在天津文化中
心举行。市集设置“品读津沽
书韵”“品读旧书知新”“品读
非遗智慧”三个版块，推动全
民阅读。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来
临之际，云南省第四届全民阅
读大会在昭通市昭通古城举
行。活动包括惠民书展、非遗
体验、文创展销等活动，营造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
香氛围。图为 4 月 22 日，市民
在 昭 通 市 一 家 书 店 体 验 VR
阅读。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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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文化要繁荣、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读书带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力量。

4月 23日，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山西太原举办，主题为“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倡导下，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书香中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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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宁夏西海固的农
民作家马慧娟连日来正忙着为自己的“脱
口秀”做准备。

“是读书和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现
在村里开辟了文化活动场地，配备了农家
书屋、电子阅览室等，让农民的生活也有了
诗与远方。”马慧娟说。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
式，更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
径。随着书香社会建设大力推进，丰富多
彩的全民阅读活动遍地开花，人们共享读
书之乐，从中汲取智慧力量。

三晋大地，春暖花开。第四届全民阅
读大会在太原举办，通过系列主题论坛和
展览展示活动，传递阅读魅力。

这几日，太原新华书店员工马壮壮忙
得不得闲。作为一名阅读推广人，他不断
走进当地中小学校，为小读者们讲述红色

故事、推荐精品书籍。
“孩子们对读书的兴趣和热情越发高

涨，要探索的知识也更加厚重深邃。”马壮
壮说，他每年要去近 30 个学校与孩子们进
行阅读分享，希望播种下一颗颗阅读的种
子，助力涵育文明风尚。

江声浩荡、万物生长，江城武汉迎来最
美的季节。伴随着书声琅琅，2025 年“书
香武汉·全民读书月”集中发布暨“书香中
国万里行”活动日前启动。

武汉在全国首倡建设“读书之城”，如今，
67个城市书房点缀街巷，1967个农家书屋生
根田野，一场场阅读活动丰富多彩，一大批

“最受市民喜爱的阅读空间”遍布三镇……
“我们将不断完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建设，加强优质内容供给。”武汉市委宣传
部部长吴朝安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多读

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
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

在各级政府的持续推动和民间力量的
协同推进下，全民阅读事业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北京阅读季”“书香上海”“南国
书香节”……各省区市都拥有自己的全民
阅读品牌，全国 80％的县级以上城市都举
行了全民阅读活动，“中国好书”推荐、“点
亮阅读微心愿”公益活动等持续开展。

浓郁书香背后，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
不断提升。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从 2012 年到 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
读率从 76.3％上升至 81.9％，提高了 5.6 个
百分点。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大国，需要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翰墨飘香，书韵流传。书香中国，未来
可期！

2025 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过去的书
香世家讲到现在提倡建设书香校园、书香社会，饱含
期待：“书香是一种氛围。”

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
在兹的牵挂，也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这是书香弥漫的一天——
清晨，阳光洒落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奉天工

场文创园斑驳的红砖墙上。这片由红砖厂房组成的
复古建筑群中，一间保留着浓郁“工业风”的城市书
房格外引人注目。63 岁的退休职工陈经伟是这里的
常客：“进来看看书，在喧嚣中寻得一处心灵栖息地。”

奉天工场是承载着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区。近
年来，曾经沉寂的老厂区“涅槃重生”，将书香浸润到
工业遗址中。

由旧东贸库改造而成的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将
汉字演化历史蕴藏于各个角落的汉字主题书房、充
满中国古典风格的沈阳古城遇书房……沈阳已建成
城市书房 28 座、书屋 180 间，小而美、多样化的新型
阅读空间散落在城市社区、商圈、公园。

午后，位于广东深圳罗湖的句象书店亲子共读
区，孩子们正在家长陪伴下尽情徜徉于书海。

书店创始人金鑫介绍，书店开业三年来已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 7 座城市落地 13 家门店，“我们提供
购书与借阅一体化服务，希望打造有生命力的阅读
空间，让阅读真正融入生活。”

在深圳，阅读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图书馆座
无虚席，大型书城人潮涌动，书市书展人气火爆……
多年来坚持推动全民阅读，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

夜幕初降，“鲁图青年夜校”的灯亮了。
山东省图书馆里，济南甸柳第一小学学生李宛如

和妈妈一起来听“中华传世经典”夜校公益课。大家
围绕《论语》里的“德不孤，必有邻”展开讨论。“想不到
这几个字里有这么多道理。”李宛如说，她和妈妈对中
华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每课必到。

自 2024 年 6 月以来，夜校已累计推出 82 门精品
课程，用图书馆延时服务点亮城市的“夜读时光”。
山东省图书馆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叶蕊说，夜校秉
持普惠性和公益性原则，邀请专业教师授课，深度整
合各方优质资源，打造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

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中华大地上，书
香正飘向每一个角落。

“书香是一种氛围”

“这文脉悠长的宣南热土，遍地是风雅的书声琅
琅”……以“诗承古今 雅聚宣南”为主题的 2025“百
年丁香诗会”系列文化活动日前在北京市西城区启
幕，诗歌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共品诗韵书香。

书籍是文脉的载体，阅读是文脉的接续。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强 调 读 书 的 重 要 意 义 ，指

出：“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
信自强的品格。”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的传统上升
为国家发展战略——“全民阅读”已连续 12年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
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近日，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全
民阅读法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科技浪潮奔涌，让阅读不再仅仅是打
开一本书，而是有了更多元精彩的呈现。

“在书墙上‘扫’一本书再坐地铁，已经成为我的
通勤习惯。”河南郑州地铁农业南路站，100 本电子书
沿着蜿蜒的通道铺展开来，市民朱国钦正在《牛津植
物史》一书前驻足扫码，“以前坐地铁刷短视频，现在

读电子书，上下班途中能学到不少知识”。
“‘书香地铁’数字阅读活动自去年 10月 1日以来

已举办三期，目前共展出 300 册电子书，惠及 60 余万
市民。”郑州图书馆网络数字资源部副主任王保华说。

在新疆喀什，集成电子书刊 1.3 万册、有声读物 2
万余分钟、视频 1 万余分钟、电子期刊 31 种的“新疆
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让偏远乡村群众也能轻松
享受数字阅读的便捷。

“今年我们将大力推广自治区‘农家书屋’小程
序，方便群众掌上阅读。”喀什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办主任宋迎娅说。

不久前，全国首家未来智能阅读馆在浙江杭州正
式对公众开放。这一集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未来科技
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阅读体验空间里，读者通过沉浸
式体验，可以了解太空苍穹、未来工厂等知识，也可通
过伴读数字人和智能阅读机器人与作者、专家对话，
让阅读更加生动有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
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从“一书在手”到

“一屏万卷”再到多维沉浸式体验，科技赋能让阅读走
向“悦读”，但不变的是我们对人文素养的不懈追求。

“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 张 贺

全民阅读大会盛况空前、各大图
书馆到馆读者人数屡创新高、热门图
书签售会大排长龙、图书市集人气火
爆、网络图书论坛讨论热火朝天……
种种喜人景象彰显了全民阅读工作的
扎实推进和书香社会建设水平的稳步
提升。为什么书香氛围日益浓郁？答
案很简单：越来越多的读者把阅读作
为人生的“刚需”。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新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技术层出不穷，不管是出于工作所需，
还是提升生活品质，都需要人们及时
跟上时代步伐，不断精进知识素养和
文化修养。据研究，当今世界知识更
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平均 3至 5年新知
识便要翻一番。古时候可以“半部《论
语》治天下”，而今天如果不掌握必要
的知识，则很难适应复杂且快速变化
的现代社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只有不断读书学习，才能让知识的河
水始终充沛不断流，才能解决“心有
余而力不足”的本领恐慌。一日之读
便可获取作者一生之心血经验，阅读
是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获取知识的
途径，把阅读作为人生的“刚需”可谓
明智。

同时，当今时代社会节奏快、竞争
激烈，人们精神上的烦恼和困惑似乎
也更多了，因此更需要启智润心，让各
种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滋养心灵。阅
读犹如与智者对话，书中蕴含的智慧
会照亮认识的误区、抚慰内心的焦灼、
增强精神的力量。许多读者正是通过
阅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增强了奋斗
的勇气。“人民工匠”许振超只有初中
学历，但他一直坚持读书，刻苦钻研技
术，最终成为享誉业内的技术专家。
雷海为从外卖小哥成长为《中国诗词
大会》全国总冠军，源自他十余年坚持
不懈利用碎片化时间去阅读。把阅读
作为人生的“刚需”就好比为汽车加入
了燃油，会使人动力十足。

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记载了一个
故事。晋平公问师旷：“我今年 70 岁
了，还想读书学习，不过恐怕太晚了
吧？”师旷说：“既然晚了，何不点起蜡
烛？”晋平公很不高兴，说：“你怎么和
我开这种玩笑？”师旷正言道：“我听人
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值得注意的是，刘向把这则故事
放在全书的第三卷“建本”之中。所谓

“建本”，即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意为国家与人生的根本大
计，而学习正是这个“根本大计”之一。

孔子曾说：“可以与人终日而不
倦 者 ，其 惟 学 乎 ！”全 民 阅 读 在 全 国
蔚 为 潮 流 ，所 体 现 的 正 是 我 们 这 个
民族好学上进的精神。这种精神扎
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中，不管
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它永
远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未来、向上向
善的动力。愿越来越多的读者把阅
读作为人生“刚需”，去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

（据《人民日报》）

当阅读成为“刚需”

◀4 月 22 日，读者在北京
国 家 图 书 馆 内 阅 读 、学 习 。
在 世 界 读 书 日 即 将 来 临 之
际，很多读者选择与书相伴，
在国家图书馆内读书、学习。

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第十二中学举办读书日
系列活动，营造书香校园氛
围，让孩子们享受阅读的乐
趣。图为 4 月 16 日，学生在读
书日系列活动中展示将舞蹈与
诵读相结合。

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

■ 本报记者 王文婧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
4 月 23 日，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

山 西 太 原 开 启 ，书 香 和 花 香在春风里
邂逅。

近 年 来 ，山 西 省 深 入 贯 彻 习 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
会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山西省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为指引，构建省、市、县、
乡、村五级阅读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书
香山西”品牌。

法治助力打造“书香山西”品牌

从阅读中汲取奋进力量，以法治力
量助力书香凝聚。2021 年 7 月 1 日，《山
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
一举措以“小切口”落实了中央及省委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决策部署，为
推 动 书 香 社 会 建 设 、满 足 群 众 文 化 需
求 、增 强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提 供 了 法 治 保
障。条例实施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
校园到家庭，全民阅读触角不断延伸。

2024 年 7 月至 9 月，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开展执法检查，助力建设“书香山
西”，以法治力量推动全省全民阅读高
质量发展。2024 年 9 月底，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山西省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以贯彻落实条例为契机，山西各地
各部门结合自身特点，纷纷出台全民阅
读规划与政策。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印
发《山西省促进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
施方案》、省司法厅印发《2024 年“书香
机关·悦读同行”活动工作方案》、大同
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同市宣传思

想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若干措施》、吕
梁市印发《2024 年吕梁市全民阅读活动
工作方案》。省教育厅与团省委联合开
展的“传承红色基因援建小马书屋”公
益活动，探索发挥已建成“小马书屋”的
区域中心作用，以落地学校为中心向周
边（学校）的少年儿童辐射，以点带面拓
展阅读覆盖面。

如今，在科学、全面、细分、多元的
全民阅读政策体系保障下，全民阅读氛
围日益浓厚，文化滋养不断深入，正以
强大合力助推山西文化建设大步向前。

数字化点亮思想灯塔

日 前 ，在 山 西 省 图 书 馆“ 学 习 书
房”，一堂微党课为省写作学会的成员
们带来深刻的心灵触动。主讲人以“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切入点，结合我国

工业崛起的辉煌成就和党史故事，深入
阐释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山西省图书馆“学习书房”作为全
民阅读的特色空间，通 过 开 展 多 元 活
动 ，有 力 推 动 党 建 与 文 化 的 深 度 融
合 。 一 段 段 精 彩 的 历 史 故 事 、一 幅 幅
珍 贵 的 历 史 图 片 ，让 参 观 者 直观感受
到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救国图强
的伟大历程。

与此同时，孩子们正与司马光一同
探讨《资治通鉴》的编纂心路，在柳宗元
的引领下“漫步”永州山水。经典作品
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跨越时空的强大
生命力。借助 AI 虚拟现实、4D 全息投
影、MR 等前沿技术，构建起跨越千年的
文化对话空间，为广大读者打造了一座
永不落幕的阅读殿堂。

阳泉市平定县妇联推动成立 200 多

个 妇 女 微 信 读 书 会 ，吸 纳 2 万 多 名 会
员。会员们通过微信群分享经典书籍、
交流阅读心得，有效提升了妇女的文化
素养。每天早上，宁艾村大喇叭的“宁
艾早安”节目准时响起，内容涵盖政策
解读、民生资讯、文化知识等。该节目
既传递党的声音，也播报村民的好人好
事，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

在数字化浪潮与全民阅读热潮的双
重推动下，从迎泽湖畔的“文源讲坛”，
到山西农大的“耕读课堂”，阅读的种子
已在三晋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多维保障奏响全民阅读“交响乐”

今年年初，为迎接第四届全民阅读
大会的召开，山西省成立“书香山西”全
民阅读活动组委会，23 个省直部门协同
合作，推动 120 余座图书馆、3200 余家实

体书店、1.88万个农家书屋串联起来。
在省城太原，68 座太图自助图书馆

遍布全城，形成“15 分钟文化圈”；8 座太
图城市书房带来便捷的阅读体验；太原
新华书店新型阅读空间每年举办近 300
场文化活动，增添浓郁书香。城乡的农
家 书 屋 、社 区 书 屋 、职 工 书 屋 各 具 特
色。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1800 余家
公共阅读空间，形成“馆”“店”“屋”的支
撑体系。

在榆次老城，淡淡的书香弥漫在古
朴的青砖灰瓦之间。老城北门牌楼西
侧的“瑞隆裕·同心”书屋内，市民们或
倚靠窗边安静阅读，或手持书卷缓缓踱
步沉思，完全沉浸在这充满书韵墨香的
文化空间里。

作为山西高速首座服务区书屋，隰
吉高速隰县服务区畅行书屋在节假日
期间格外热闹。这里成为司乘人员休
憩的场所，他们在畅行书屋里阅读、喝
茶，享受旅途中短暂的停留与放松。

从城市图书馆到乡村书屋，从实体
阅读空间到数字服务平台，山西构建的
立体化阅读网络真正实现了文化服务
的“毛细血管”式渗透。

书 香 三 晋 悦 读 春 天
——来自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地山西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