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图书馆里轻轻的翻书声，到公交地铁上

埋头的读书人；从陈列各类书籍的书店，到随

处可见的各种读书角；从城市书房到乡村书

屋，从打开一本书细细品读，到通过人工智能

身临书中的世界……全民阅读时代正悄然来

临。在长春，已初现一派“夏风浩浩诗书香”的

动人景象。阅读是如何走进长春市民生活的，

怎样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近日，记

者走进长春市的阅读场所，走近阅读者，感受

全民阅读新时代的到来。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在很多家庭之中，阅读已经成为家庭成员

之间沟通的纽带，成为一代一代传承的习惯。

“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天都手不释卷，家里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书。那时我和姐姐也学着

父亲的样子捧着书看，刚开始其实根本看不

懂，但是后来渐渐地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长

春市民胡先生回忆起自己爱上阅读的起源，打

开了话匣子。“刚开始是父亲为我和姐姐挑选

适合我们的书籍，后来就是我们自己找感兴趣

的看，每逢过生日我们收到的生日礼物都是一

本书，如果考试考好了，奖励也是书。”

正是因为阅读，因为书籍，胡先生觉得自

己和父亲、姐姐的关系一直十分亲近融洽，很

少有矛盾。“我和父亲、姐姐会互相分享自己最

近看的好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想的传递和

沟通，通过阅读同一本书，我们的精神产生了

共鸣，情感也自然更亲近。”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胡先生的一双儿女从小

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每天都坚持读书。“阅读可

以让人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是受益终身的

一件事，所以看着孩子们也能够传承这个好习

惯，我真的十分欣慰，希望他们能保持下去。”

“我比较喜欢看书，没事儿路过书店就要

进来逛逛，找找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7月27

日，在长春市欧亚卖场的山丘书局里，“00后”

大学生小涵正在挑选书籍，“现在看书越来越

方便了，我买了电子阅读器随身携带，手机上

也能看各种电子书，可以更好地利用碎片时间

去阅读。但是在家阅读时我还是更喜欢纸质

书，喜欢书籍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

小涵表示，近几年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喜欢读书，她也常常和同学、朋友交换自己推

荐的好书，还会一起组团购书。“有些新书学校

图书馆没有，或者借书要排队，我们就会在网

上买。现在网购书很方便，书很多，我们常常

几个人一起买，可以参加满减活动或者使用优

惠券，很划算。”

除此之外，小涵觉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书籍也是一门学问。“现在各种类别的书太多

了，我自己很难甄选，所以我关注了很多推荐

书籍的博主、公众号，还会去豆瓣搜索大家对

这本书的评分、评价作参考。”

暑假，与书为伴

墨香弥漫，琴声悠扬。走进长春市红旗街

万达广场里的一家书店，错落的书架、温馨的

毛绒玩具、种类繁多的文具、趣味十足的文创

作品，让这里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暑假打卡地。

下午3点，书店里前来购书、看书的学生络

绎不绝。他们有的与同学结伴，有的与家长一

起，各自捧着喜爱的书籍，或站、或坐，享受读

书的快乐。“点杯果茶，听着钢琴曲，捧着书慢

慢地读，一坐就是一下午，既可以享受到夏日

里难得的清凉，又能学到新的知识，给自己‘充

个电’，一举两得。”

自从放暑假开始，大二学生王子涵便每天

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书店读书、学习。她告诉记

者，书店里不仅有各类经典著作和最新的畅销

书，还有一些教辅书籍和绘本漫画，完全可以

满足所有年龄段读者的需求。“书店里还有水

吧和休闲娱乐区，学得累了可以站起来到处走

走，和朋友交流一下看书心得，欣赏一下文创

区里可爱的滴胶作品，给自己挑个心仪的书

签，让学习也变得轻松快乐起来。”她笑着说。

在书店的阅读区记者看到，店内聚集了不

少和王子涵一样来看书、复习的读者，他们有

的在书架旁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有的则坐在

椅子上埋头看书，写读书笔记或是做着暑假作

业。放眼望去，洋溢着一股浓厚的书香氛围。

“今天早上书店一开门妈妈就把我送过来了，

我特别喜欢来书店，因为这里的书特别多，还

特别好看，我能在书里学到很多知识。”一位正

在看书的小朋友对记者说。在儿童绘本书架

前，市民李静一边帮孩子挑选课外书，一边和

记者说：“每年暑假，我都会带孩子到书店和图

书馆看书。这里不仅环境好，空调冷气开得也

足，孩子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书，学到很多课

外知识，还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在红旗街附近的一家书店里，书架前、过

道里、台阶上……处处都有人们读书的身影。

安静凉爽的阅读环境、丰富多样的图书，让读

者们在书海里尽情徜徉。

在这家书店记者看到，图书区有大量去掉

了塑封纸的绘本和书籍，即使是年纪小的孩子

也能找到感兴趣的书，在这里待上很久。“我和

同学约好每天都来书店读书，还能面对面分享

好看的书。”今年12岁的小读者张一诺表示，他

在放假前就和朋友约定好，要一起过一个书香

满满的暑假。“在家我可能会玩手机、看电视，

在这里大家都在看书，学习氛围更浓，我也能

静下心学习，所以平时我都会过来看书、写作

业。”高一学生赵欣欣说。

记者从书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进入暑期

后，到店阅读的大、中、小学生明显增多，客流

量是平常的3到5倍，尤其是中午和傍晚之后

客流更多。为此，书店做了充足准备，在图书

品种上进行丰富与更新，增设了读书体验区、

自习区，营造一个舒适良好的读书环境，吸引

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看书、购书。尤其是一

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喜欢把暑假作业或是课业

论文带到自习区来完成。

将“阅读”变成“悦读”

“现在咱长春有流动图书馆了，不少地方

都开设了自助图书馆，而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时尚阅读场所……”说起近年来全民阅读在长

春的新趋势，市民孙晨艺喜不自禁。他说，便

捷的阅读场所、丰富的阅读内容、创新的阅读

手段，让长春人的阅读变得时尚，让阅读成为

长春的风尚。

孙晨艺年岁不大，但却是一位资深读者。

他告诉记者，自小家就在长春市清华路上，因

而长春市图书馆成了伴随他成长的“伙伴”。

“为倡导全民阅读，长春市图书馆启动了

流动图书馆。通过一辆图书展示车，在为读者

提供纸本文献借阅服务的同时，还提供电子书

借阅服务。”孙晨艺告诉记者，图书展示车采取

定时、定点、定线路、公交化运行的方式为市民

提供图书借阅、展览、共享工程资源播放等服

务，可以实现一个小型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市

图还有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非常好。”孙晨

艺说，在那里用读者证就可以点击屏幕借书还

书，非常方便。

融入生活的阅读，使阅读成为许多长春人

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各个角落搭建了市民阅

读的平台，而人人都离不开的手机也成了市民

的阅读平台。手机图书馆、听书App等“互联

网+阅读”新载体，更是打破了阅读的时空限

制，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读者。

于先生是长春市一家养生馆的技师，他告

诉记者，在他老家公主岭市毛城子镇有个乡村

图书馆，农闲时不少老乡喜欢去那里看书。“我

喜欢看书，除了养生、中医、按摩、针灸的书籍，

还喜欢一些文艺书籍，读起来能让身心愉悦。”

于先生表示，给自己一点时问，静下心来读书，

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将知识变成

成长的动力和养分。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技术的发展，城

乡间的阅读鸿沟正在消弭。如今，遍布全省各

地的农家书屋，通过数字化建设或改造，从“田

间”迈向“云端”。从之前的“有什么读什么”转

变为“农民点单、按需定制”，吸引更多农民爱

上阅读。

随着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长春

已然掀起了全民阅读热潮。从城市到乡村，

从校园到家庭，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

氛围日益浓厚，阅读正在成为春城人日常的

生活场景。

图书馆以活动促阅读

“妈妈，把我的书送给其他小朋友吧。”前

不久，长春市民黄女士带着9岁的女儿来到省

图书馆，捐赠了几本九成新的图书。这已经不

是黄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捐书了。她告诉

记者，女儿从少儿时期开始到现在上小学，家

里的图书更新了好几批，“孩子知道这些图书

可以捐赠给其他有需要的小朋友之后，态度非

常积极。”

很多人对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借阅

图书上。其实，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阅读

媒介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为了调动全

民参与阅读的积极性，传统图书馆每年一直

在努力“写新篇”，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促

进全民阅读。

省图书馆在暑期举办的“心相连 书相承”

为农民工子女捐书活动，就调动了很多小读者

的参与积极性。截至7月26日，省图书馆收到

123册捐书，这些爱心小读者不仅让家里的闲

置图书重新发光发热，还激发了自己的阅读热

情。市民崔雪说，“这活动挺好，孩子捐赠一本

书就能获得一张爱心卡，用爱心卡还能兑换参

加绘画沙龙、故事沙龙这些活动，拿到30张爱

心卡还能兑换‘爱心小天使’荣誉证书。我儿

子说，‘妈妈，我得争取快点把我的书看完。’”

崔雪十分意外，这样的一个捐书、兑换活动，竟

让儿子读书效率大大提高了。

省图书馆少儿部员工闫石誉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为“叶子姐姐”。她创作了不少绘本故

事，既有传统文化故事《精卫填海》《夸父追日》

《乌鸦反哺》，也有可供少儿读者自由发挥的无

字绘本故事《生肖榜上的十二位》《早晨》。7月

16日，很多少儿读者和家长参加了“青青草”故

事沙龙活动，在“叶子姐姐”生动的讲读下，孩

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故事的魅力，争先恐后地说

着自己对无字绘本的理解。

“青青草”故事沙龙活动把阅读与故事相

结合，用丰富的活动内容、新颖的活动形式帮

助孩子们爱上阅读、学会阅读。像这样趣味十

足的活动每周都有，从少儿到成年人，都有激

发阅读兴趣的活动可以参与。

省图书馆少儿部主任郝天晓是一位儿童

文学作家。她认为，精心设计各种阅读活动，

还是要让孩子们回归到阅读本身。“科技进步

了，阅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成人还

是孩子，数字资源和纸质资源都是一种相互补

充的关系。”在郝天晓看来，数字资源方便快

捷、时效性强，有着纸本图书无法比拟的优越

性，而纸本图书则更具有传统阅读的韵味。“要

让孩子喜欢上阅读，就得让他们自己觉得阅读

是一件快乐的事。”

阅读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融入阅读的天

地。闲暇之余，捧起一本书细细品读，已经成

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阅读时代沐书香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马贺 韩玉红

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全民阅读是当今时代发
展之需。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城里孩子踊跃为
农民工子女捐赠图书。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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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我们，，
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注身共同关注身
边的社会热点问题边的社会热点问题。。

氤氲书香，已飘满长春。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叶子姐姐”为孩子们讲绘本故事。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对于家长来说，暑假里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带孩子来书店里博览群书。本报记者 吴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