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4 月 26日 星期六9 副 刊

书香浸润是吾乡书香浸润是吾乡

梁梁

婧婧

当三晋大地的

晨曦漫过古城墙的砖瓦，书香乘

着四月的风，在街巷、车站、校园与移动终端

间流淌。

人来人往、喧嚣忙碌的太原南站，一场关

于知识与文化的盛宴悄然展开。4 月 23 日，第

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太原市举办。太原南站

精心打造的书香驿站正式亮相，为行色匆匆的

旅客们开辟一方阅读天地。

书香弥漫城市褶皱间，流淌市井烟火中，

浸润着三晋人民的经济生活。

“谷子”进店

春雨裹着细绒般的凉意渗进街巷，梧桐新

叶被洗得发亮，在风里轻轻摇晃。放学的少年

们踩着水洼奔来，校服衣角兜着潮湿的水汽，

哗啦一声撞开书店玻璃门，惊起悬在门框的铜

铃叮咚作响。

“台子上有纸巾，快擦擦。”怡红书店店长

马丽莹笑着招呼进门的学生们把伞装到一次

性塑料袋里。

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的怡红书店开了十

几年，因为挨着两所学校，之前只卖教辅类书

籍。“总有孩子问我，能不能帮他们进点‘谷

子’。开始我连‘谷子’是啥都不知道。”马丽莹

回忆，为了满足小读者们的二次元需求，她试

着引入了“谷子”产品销售，并渐渐开辟了“谷

子”专区。

“阿姨，敖光手办结账。”“《天官赐福》贴纸

啥时候到？”几个女生围在“谷子”专区，对着新

到的手办小声讨论。

“目前一直在售的主要是盗墓笔记、原神、

初音未来等 IP 周边，卖得最好的产品是徽章

和收藏卡。”马丽莹说，“与传统图书和文创产

品相比，‘谷子’类产品更新迭代周期快，年轻

人的购买欲望和热情很高。如今店里的收入，

有三分之一要靠‘谷子’。”

作为承载着无数太原人阅读记忆的老牌

书店，与怡红书店“书店+‘谷子’”的融合不

同，有着 30 年历史的尔雅书店走的是“书店+

温馨、舒适、科技”路线。

“我小学时就在这里读书买书。”品一口拿

铁，坐在书店咖啡区阅读的张赛骞指着前面区

域的书架说，他小时候常常在那里蹲着读，一

待一下午，站起时腿都是麻的。

如今书店新增了咖啡区，读者可以在这里

阅读、休息，非常惬意。“书店还引入了智能设

备，提供有声阅读服务，顾客只要扫码就能听，

很方便。”对比前后变化，张赛骞表示，书店与

时俱进会让他们这些“老”读者黏性更高。

“以前我买书主要靠网购，现在更偏爱实

体书店，环境好，还能参加读书会，更容易找到

志趣相投的朋友。”“80 后”读者王荣的感受，

折射出山西实体书店的转变。

近年来，山西大力推动“书香山西”建设，

鼓励实体书店向“书店+咖啡+文创+活动”等

复合型空间转型，使阅读不再是单一的消费行

为，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阅读+”的崛起，

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太原市晋源区图书馆与

古县城的跨界联手就是一次有益尝

试。“我们通过流动图书车进景区、文化惠民服

务升级、文旅场景深度联动等创新举措，为游

客与居民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太原市晋源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润德说。

“我国图书零售市场依然经历着变革和转

型，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用户消费习惯以及营

销模式的转变上，还体现在渠道分化、政策推

动以及技术变革等多个层面。”山西财经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张黎敏分析，“这些‘阅

读+’模式将为全民阅读提供更加丰富的平台

和体验，基于阅读的融合将对我们的经济、生

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2024 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达

1129 亿元，并且实体书店在数量上仍保持着

稳定增长，一批特色鲜明、业态多元的新书店

也在不断涌现。

转角逢书

“闹中取静。”书香驿站里，捧着《风起陕甘

宁》品读的陕西籍旅客王枫说，进站到候车厅，

处处都能看到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的宣传海

报，“特别是这个书香驿站，读书氛围满满，在

这里，旅客说话声不自觉地小了许多”。

书香驿站设在太原南站候车大厅西侧，以

山西传统民居为设计灵感，占地近 200 平方

米，书架上分类摆放着文学、历史、科普等书

籍，供旅客免费取阅。“不仅在‘书香驿站’有免

费阅读的书籍，在很多候车区我们还设立了

‘读书角’，方便大家取阅。”太原南站工作人员

李翔说。

除了丰富的藏书，驿站还增设了智能自助

图书柜。旅客李斌边在手机上操作边点赞，

“扫码就能借书，还能在沿途其他车站归

还，特别方便”。李翔介绍，目前，大西高

铁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南站、朔州东站、

忻州西站、临汾西站、运城北站沿线 7 个车站

均已增设智能自助图书柜。这一贴心的设施，

让旅客们随时随地借阅图书的愿望得以实现，

将阅读融入旅途。

书香驿站的出现，让火车站不再仅仅是一

个交通枢纽，更是一座传播文化的桥梁、一个

连接心灵的港湾。在这里，书香与旅途相伴，

知识与梦想同行，给每一段旅程增添了独特而

迷人的色彩。

不止旅途，在山西的烟火街巷里，书香总

在不经意间流淌。古旧的老砖墙嵌着原木漂

流书架，牛皮纸卡片上的批注还沾着晨露；商

场扶梯转角处，落地书柜映着玻璃幕墙，西装

革履的上班族指尖划过历史典籍，在咖啡香里

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连菜市场的角落，都摆着

带有玻璃罩的小书柜，卖菜大爷戴着老花镜读

《三国演义》，读到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皱纹

里都藏着豪情。

墨香浸润得益于无处不在的便捷服务。

地铁站内的电子借阅柜泛着柔光，扫码即可开

柜取书；创意园区的废旧工厂被改造成书屋，

工业风书架上陈

列着先锋文学，

成 为 文 艺 青 年

的打卡地；夜市

摊车旁，帆布书袋挂在霓虹灯牌下，食客们嗦

着传统小吃碗秃，顺手翻开《山西面食大全》，

探寻饮食文化的脉络。

从黄河边的窑洞书屋到云冈石窟旁的古籍

展柜，从学校的智慧书柜到乡村书屋的共享书

吧，处处藏着与书相遇的惊喜。这些星罗棋布

的阅读角落，像点点灯火，照亮了城市乡村的精

神夜空，让千年文脉在现代生活里继续生长。

数字出海

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的涧头村，村民张清香

每天干完农活，都会到村里的“数字农家书屋”

刷一刷电子书。“以前看书得去县里，现在手机

上就能看，还能听书哩！”张清香阅读习惯的改

变，得益于山西近年来推动的“数字阅读下乡”

工程。

数字技术不仅让农村阅读更便捷，也让城

市阅读更智能。在太原地铁 2 号线，乘客扫描

车厢内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阅读经典名著、社

科书籍。“通勤时间也能‘充电’，挺方便的。”上

班族张新新说。

“要增长新知识、找到新思路、创造新方

法，把新知识、新理念应用到服务中，掌握新时

代的信息技术，为读者提供多样态、深层次的

智慧服务。”山西省图书馆馆长郭欣萍对山西

如何打造数字阅读脉络如数家珍，从创建“晋

书房”新媒体平台、累计开展好书推介 6000 余

次到太原市实现 24 小时智能借阅；从朔州率

先上马“墨水屏阅读本借阅”系统到长治的数

字农家书屋平台、晋城的数字资源平台等。如

今的山西，轻点手机屏幕，万卷诗书掌间流转，

有声读物，让人间烟火萦绕耳畔。

无论是哪种阅读方式，无论在哪里阅读，

书香氛围始终萦绕三晋儿女身旁。

从“一书在手”到“一屏万卷”，我国数字阅

读用户规模翻番增长，数字阅读成为全民阅读

的重要引擎。本届全民阅读大会发布的数据

引人关注：2024 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

收规模 661.41 亿元，用户规模已达 6.7 亿，数字

阅读用户规模实现“增加 1 个亿”的目标，增长

量和增长率均创下近年来新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包括数字阅读行业

在内的中国数字出版业提供了更大发展空

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

表示，“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

的发展趋势愈加显著，数字阅读正在向多模

态、多终端、多场景方向快速演进。”

我国数字阅读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

其对“出海”路径的探索。2024 年，我国数字

阅读出海作品总量为 80.84 万部（种），同比增

长 6.03%，东南亚、北美、欧洲和我国港澳台地

区市场共同构成数字内容出海的四大主力市

场。一大批网络文学 IP 改编剧集火到海外，

《庆余年（第二季）》成为迪士尼旗下的流媒

体平台有史以来播出热度最高的中国

大陆剧。

“ 我 国 的 网 络 文 学 在 海 外 风 头 渐

劲。”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

示，截至 2024 年底，阅文向海外推出了 6800 部

中国网文翻译作品，覆盖 200 多个国家与地

区，网络文学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搭建了一

座桥梁。借助数字阅读作品，世界各地读者真

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 本 童 书 的 市 场 价 值一 本 童 书 的 市 场 价 值
石石 如如

在 图 书 销 售 中 ，一 般 用“ 动 销 产

品”——在特定时间段内实际产生销售的

产品来反映市场竞争激烈程度。

2024 年，我国图书市场全年动销品种

为 240.96 万种，出版品牌图书在其中占比

不足 10%，但码洋（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超

过 40%。简而言之，不到 10%的畅销图书

撑 起 了 40%的 市 场 ，竞 争 之 激 烈 可 见 一

斑。而在各类图书码洋中占比达 28.16%

的少儿图书，市场竞争压力更甚。那么，

一本好童书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先要搞清读者在哪里。从童书市场

销售数据看，线上渠道是最大销售渠道，

部 分 出 版 社 的 线 上 销 售 占 比 甚 至 高 达

80%。可以说，无论是购买习惯还是阅读

习惯，读者越来越倾向于线上平台。读者

在哪里，出版方就应该在哪里。于是，童

书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专为线上渠道制

作的图书，部分常销童书也会制定不同销

售策略推出线上版本。

除了利用线上平台销售外，很多图书

会借助新媒体渠道进行营销推广，利用

“内容种草”激发消费。比如，童书《街市

上的芭蕾》以母爱、成长、山乡巨变等多个

角度在网络平台持续发布种草笔记，出版

几十天发货码洋即超过 100 万元；畅销书

《金波四季系列》去年全年销售码洋超过

4000 万元，该系列中的《金波四季美文》仅

在小红书平台的“种草”笔记就超过 3500

篇，为持续销售提供了支持。

平台电商推动了短期动销，但图书单

品销售的生命周期反而缩短，部分爆款仅

能热销 1 个月至 3 个月，所以延长图书生命

周期是出版社重要的工作之一。毕竟，图书

不是普通商品，它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更

是知识文化载体。一本图书能否实现常销，

核心因素依然是内容本身，因此在营销过程

中要做好内容文章，延长图书生命周期。

来自老师群体、家长群体及学生间的

推荐是童书销售重要的口碑来源。儿童

书籍一般多以适读年龄精准分类，一本好

的童书，一旦在某个特定年龄段的教师

群体、家长群体中形成口碑，其图书的生

命周期就会长得多。

如何才能精准地打动目标读者？童

书编辑要学会为图书潜在读者“画像”，分

析儿童、家长、老师群体都有哪些需求，然

后针对需求深挖图书内容，从内容角度给

图书“贴标签”，尽可能精准匹配读者需求

以吸引更多目标人群。

但要知道，一本童书假如从一开始便以

标签化面貌示人，某种程度上也会限制其销

售范围。从传播角度看，“平台算法”加剧了

受众信息鸿沟，好内容也会受困于信息茧房。

因而，童书编辑还要紧密关注市场趋

势，大胆破壁，要用新鲜有趣的内容吸引

儿童读者，也要不断用新的标签解读内容，

将图书内容拆解为更有吸引力的切片，丰

富图书话题。惟有让读者目光停留更久，

一本好童书方能成为流量时代的常销品。

春光作伴

王金虎

暮春四月，山东省聊城市阳谷

县狮子楼下的古槐新叶簌簌轻颤。

历史苔痕与时代朝露在这座古城悄

然相遇，紫汇湖畔，阳谷县图书馆的

三座塔楼与湖面相互映衬。除了作

为读书学习、休闲娱乐的场所，其古

色古香的外观与周边环境相互协

调，形成了“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

滨水岸线景观。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

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

彩⋯⋯”在阳谷县图书馆四楼会议

室，诵读者郭莉莉声情并茂地朗诵

着徐志摩的经典诗作《再别康桥》。

这场以“阅读，让金谷更美好”为主

题的诵读会，吸引了 150 余名朗诵

爱好者参加。

“我们举办诵读会，就是想鼓励

居民亲近书籍、享受阅读，共建文明

和谐社区。”博济桥街道金谷社区书

记辛鸿雁说，社区依托与县图书大

楼相邻的优势，举办了“经典诵读”

“童心阅读”“红色故事绘”等系列活动，让“多读书、读好书”成为

居民日常习惯。

“就是这本书，老师极力推荐。现在在这里看到了。”距离

县图书馆不到 10 米的“图书集市”上，读者何勇一边拿起自己

喜欢的书一边笑着说。“淘”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后，书友们三三

两两坐在凳子上阅读，拓宽视野，获取更多知识⋯⋯

阳谷县图书馆常年开展经典诵读大赛、阅读推广进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宣传周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2024 年举办线上线

下读者活动达 500 余场，活动内容涵盖经典诵读、少儿亲子故事

会 、硬 笔 书 法 培 训 、手 工 非 遗 体 验 活 动 等 ，参 与 活 动 人 次 达

3.7 万。

“我们打造了‘书香阳谷·阅读有你’‘书香政务’等深受群众

喜爱的特色阅读品牌项目，使全民阅读深入基层，阅读理念渐入

人心。”阳谷县图书馆馆长张慧说。

为了让公共阅读更好融入百姓生活，近年来，山东各地将城

乡书房打造成文化展示的窗口，把城乡书房嵌入旅游景区，加强

活动策划和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公共文化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

相促相融。

12 处城市书房、总面积 2500 平方米、藏书 4 万余册⋯⋯在

阳谷县，小而巧的“精神文化粮仓”串联起居民步行 15 分钟阅读

圈，让家门口成为“诗和远方”。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姚亚宁姚亚宁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来稿邮箱来稿邮箱 fukan@jjrbs.cnfukan@jjrb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