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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文/图）为持续推进书香郑州
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结
合“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现代
图书馆”要求，迎接第 29 个
世界读书日，4月22日上午，
2024年郑州市“4·23世界读
书日”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图书馆
举行。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李
宏勇，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印刷发行处处长许连利，郑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
服务处处长裴洪斌，郑州图
书馆党总支书记、馆长王海
英，郑州市新华书店副总经
理梁琰以及城市书房代表、
郑州图书馆分馆代表、家庭
驿站代表、读者代表等共计
近300人参加。

当天，“与师同行——名
师公开课”首次开讲，该系列
讲座旨在邀请知名专家学
者，分享他们的学术成果和
实践经验，为公众带来前沿、
实用的知识。同时，通过名
师的引导和讲解，激发读者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培养其
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首
讲邀请中原区互助路小学支
部书记、副校长张彦走进郑
州图书馆。以《我们和阅读
的故事》为题，结合自己的阅
读经历和名人的读书故事，
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对阅读的

深刻认识，并推荐了阅读书
单。张彦幽默风趣的讲述深
受读者喜爱，吸引了线上线
下9.3万读者收看。

共建书香郑州，共享现
代文明。据悉，今年世界读书
日期间，郑州图书馆精心组织
了“万物复‘书’、新见热爱”
系列活动，以“群贤至”“春满
市”“少年游”“览文心”“在云
端”“闹书楼”为六大篇章，内
容包括廊里文化市集、你选书
我买单、名家讲座、儿童跳蚤
市场、躺椅大作战、乐队演出、
惊喜盲盒、特色馆藏文献展、
阅读郑州——《百花园》《小小
说选刊》展览等共计上百场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以及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
合的传播方式，让阅读融入每
个人的生活中，让更多人感受
阅读、热爱阅读。

本报讯（记者 秦华）在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2023
年度最受河南读者欢迎的“中原
阅读榜”榜单揭晓。

本次榜单是基于河南省内各
级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数据综
合统计得出的，共有20本图书上
榜，分别为：《额尔古纳河右岸》

《博弈论》《宝水》《我们生活在巨
大的差距里（余华十年杂文集）》

《一句顶一万句》《被讨厌的勇气：
“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
课》《长安的荔枝》《苏东坡传（林
语堂纪念典藏精装版）》《生死疲
劳》《如果历史是一群喵》《之江新
语》《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
原动力》《从一到无穷大》《圆圈正
义》《平凡的世界》《雄狮去流浪》

《三体》《半小时漫画中国地理》
《明朝那些事儿》《我与地坛》。

“西西弗书店设置在大商场里，
逛商场时顺路就会来溜达。图书分
区也做得不错，书籍很齐，上新也
快，看书比较喜欢来这里。”周日的
中原区万达商业街人流熙熙攘攘，
书店也聚集了不少阅读者。付女士
踏进书店径直走向推理小说专区。

“我看书有个不一样的习惯，我喜欢
看电子书，买实体书收藏。”付女士
说，平时上班忙电子书方便，但是实
体书更具有收藏价值。

“我喜欢读《三国演义》，最喜欢
的人物是关羽。”5岁的尚小朋友坐
在妈妈身边正在看绘本。他妈妈表
示，这里有专门给孩子开辟的阅读
区，周末会带孩子来这里逛逛。“孩
子喜欢历史，平时经常听小爱同学
讲三国故事，我每天会抽出 20分钟

陪读，培养他的阅读习惯，”
中原区新华书店内，70岁的周

大爷正在翻看《明朝那些事儿》。“家
里有好多名人名著、历史类书籍，平
时也会读电子书，今天来感受一下
书店读书氛围。”正在上初三的陈同
学平时喜欢读科幻类的小说，“《三
体》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我很喜欢
探索，书籍更是拓展了我的想象
力。我最近刚读完的一本书是《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

据书店工作人员介绍，周末是
线下书店的人流高峰，学生、上班
族、老年人等各个层次的阅读受众
都有。“老年人更偏向国学经典名
著，年轻人现在也喜欢传统文化类，
上班族更多是经济投资类、自我提
升类及解压心理学类”。

实体书店火爆、全民阅读盛行……

最美人间四“阅”天 春日读书忙

4月23日，第29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选择，人们共享
开卷之美，在阅读中纵览大千世界。“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你有多久没好好读书
了？最近读完的书是什么？4月21日，记者走访多家书店连线书友做一场读书快问快答。

找到适合的阅读方式
“碎片化阅读对我来说不是

坏事，反而让我充分利用上下班
等车的间隙、坐地铁的时间看
书，电子书易保存浏览进度，随
时拿出手机、平板等设备搜索浏
览内容，方便且高效利用阅读时
间充实自己。”在书店浏览悬疑
推理类书籍的王先生是一名程
序员，平时读专业类书籍比较
多，也喜欢悬疑类书籍享受推解
谜题的乐趣。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所长、副研究员刘涛认为，碎片
化阅读虽然能够适应快节奏的
生活需要，但是也存在知识系
统、阅读信息质量弱化、阅读的
娱乐性过度化等问题，阅读只停
留在形式上，阅读本来具有的静
思、体悟以及将知识转化为内在
素养的可能被降低。

刘涛表示，重回传统纸质阅
读抑或是适应碎片化时代的阅
读，显然过度化的选择某种阅读
方式都不太理想，通过引导、鼓
励和规范阅读，在传统阅读与数
字阅读之间寻求平衡，或许是现
代社会高质量阅读实现的方
向。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的今
天，阅读者也要养成深度阅读的
习惯，在阅读中保有自己的判断
力、觉察力与领悟力，即使是阅
读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也要在大
脑中构建起阅读知识链，将表层
的阅读转为深度的思考，从而对
一种社会现象展开探索，从书中
见到更大的世界，真正达到“书
读百遍，其义自见”的阅读追求。
记者 杨柳 刘盼盼 文/图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寸金”，薄薄的书页间，浓缩着千年文
化，蕴藏着万千气象。2023全民阅读
系列活动“中原阅读榜”出炉，《额尔
古纳河右岸》《博弈论》《宝水》荣登年
度最受河南读书欢迎榜前三。

近年来河南高度重视全民阅读
工作，把书香河南列为“十大河南”
的建设任务之一，持续推进全民阅
读工作，不断掀起全民阅读的新热
潮。今年以来，郑州中原图书大厦
每日进店阅读人数同比增长超过
40%、省直书店人数增长超过50%。

河南坚持全民阅读的公益性、

便利性，通过整合图书资源、文化活
动、数字阅读等建成书香河南公共
文化服务平台。目前平台上线图书
10万册、期刊2000种、音频6300集、
视频19万条，免费向公众开放。

截至目前，河南省已拓展“城市
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建成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577家、
省级职工书屋示范点 1400家、基层
职工书屋 1.2万余家，基本形成了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功能健全、使用高
效的职工书屋网。此外，河南省还坚
持“打造一个书店、点亮一座城市”建
设理念，新建212个新华书店阅读共
享空间，创立“尚书房”“时间的颜
色”等410家社区、校园特色书店。

周末实体书店人流高峰

全民阅读成为风尚

本报讯（记者 许怡童 文/图）4月
21日下午，“最美四月天”阅读季之

“书香盛宴：与名作家共话阅读”活
动在中原图书大厦举行，作家梁鸿、
李清源现场对谈，围绕阅读方式、阅
读的意义、阅读与写作等话题，与读
者分享各自的思考和见解。

李清源讲述了自己曾在一本书中
看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在他看来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老话是有一定
道理的。“就像生病吃药一样，药不能
乱吃，书也不能乱读。”李清源说。

对于这种情况，梁鸿分享了一个
简单的妙招——读经典。她认为，读者
看书之前不知道这本书是好是坏，在时
间有限的情况下，最保险的就是那些经

过时间检验的经典著作。
“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需

要长期地培训。”梁鸿说，“你需要长
期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才会对书籍
有基本的鉴赏能力。”

在此基础上，梁鸿认为人们需要
将阅读当成一个日常的、本能的东
西。“我们不仅要通过阅读获取知识，
更要通过阅读保持对思考的热爱，对
精神成长的不懈追求。”梁鸿说。

“这样的阅读培训肯定是建立在
长期的经验之上，那么在一开始的时
候，其实也需要有人指导的。就像小
鸭子见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妈妈一
样，一个人看的第一本书可能就会影
响他对世界的印象。”李清源补充道。

作家梁鸿、李清源共话阅读
“阅读是一种需要长期培训的能力”

李清源（左）、梁鸿（中）与读者互动

名家讲座、儿童跳蚤市场、惊喜盲盒……上百场活动
郑州市2024年“4·23世界读书日”
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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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最受河南读者欢迎的20本书揭晓

市民参与全民阅读活动

春光美如斯，阅见千帆起。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2024河南省
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在郑州拉
开帷幕，我市各地也以“世界读书日”为
契机，创新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全民阅读活动，掀起了全民阅读热潮，绿
城郑州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全社会
文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全民
阅读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让读书成为自觉，引领社会新风尚，
时不我待，也时不我与。

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热爱学习的
传统。从“积财千万，无过读书”的古训，
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劝勉；从“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深切感悟，到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经验之谈……读书
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标志，更是自我完
善提升、凝聚智慧的重要途径。

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志。阅读
是人们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
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自
2004年起，我市以“绿城读书节”为载体，创
建“书香郑州”城市文化品牌，至今已是第
21个年头。20多年来，我市不断创新阅读
服务形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丰富内容供
给，在全市构建了由16家公共图书馆+480
个联盟馆+79处城市书房+2242个农家书
屋的公共阅读生态体系，每年举办阅读活
动3000多场，通过遍地开花的小规模、轻

便型、常态化阅读活动，推动全民阅
读融入生活、普及群

众。学习型

社会建设日益加强，志愿阅读推广活动蔚
然成风，“书香郑州”城市形象初步形成。

放眼今日绿城，从机关到企业，从工会
到校园，从社区街道到街头巷尾，公共阅读
生态体系覆盖更广、设施更美、服务更暖，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共同选择。以书为伴，推进全民阅读，让
氤氲书香飘满绿城大地，让广大市民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
活，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汇聚了智慧
和力量。这种变化，不仅提升了市民素质，
更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个人的阅读，构成个人的学习、修
养和实践力；众人的阅读，构成一个城市
和地区的文化、精神和创造力。对于郑
州来说，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爱读书、人人
读好书的良好风气，是我们不断创新的
起点和基础，也是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
市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阶梯和基
石。建设书香社会，仍然需要我们加大
力度推动全民阅读，将阅读的习惯融入
全民生活，让书本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进
一步提升文明素养，提升城市文化气质。

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阅读正当时。
全省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的大
幕已拉开，“4·23世界读书日”暨图书馆服
务宣传周活动、“书香童年”少儿阅读推广
活动、“银发书香”经典诵读活动、“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典籍里的河南”古籍
宣传展示活动等各项阅读活动逐一登场，
一道道文化“盛宴”陆续呈现在市民面
前。身在热爱读书的城市，让我们行动起
来，共赴春日“悦”读之旅，以书为伴、以书
为鉴，从阅读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享受读
书带来的进步和乐趣，让读书成为郑州时
尚，让全民阅读点亮城市之光。

让全民阅读点亮城市之光
□郑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