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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综述

4 月 20 日，太原书城迎来众多市民沉浸式阅读学习。宽敞明亮的阅览区里，上班族利用闲
暇充电，银发读者细品经典，孩童在绘本世界遨游……在被书香浸润的周末，太原书城成为全
民阅读的生动缩影，为城市增添浓厚文化气息。 姻 范文静摄

市民沉浸式
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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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有完整地去读一本书了？又有多

久没有碰手机、刷短视频了？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可

能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半年、一年。而后一个问

题的答案则可能是 10 分钟、半小时、一小时，最多

应该不会超过一天。

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

终端的兴起，让我们与电子产品形影不离，却与传

统阅读渐行渐远。2024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人均

每年读书约为 8 本，而每天使用手机时长达 5 个

半小时。

我们绝不能否认数字传播带来的巨大文化福

利，但当数字工具足够智能，求知不必再兀兀穷

年，甚至连思考的过程也能交给大模型时，阅读对

我们来说还重要吗？

答案不言而喻。作家王蒙曾说，浏览不能代替

阅读，信息不等于学问，读书不能被替代。今天我

们依然需要阅读，而且比以往更加需要将它安放

在特殊重要的位置。

对一个人来说，读书濡养智、识、思，外塑言止

气度、内造境界格调，让人无论穷通而襟怀洒落。

林语堂说，读书“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

广识见，养性灵”。苏轼到儋州出入无友，仍坚持读

书写诗，让他于苦难中依旧保持乐观心态和豁达

胸怀。钱学森一生与书为伴，不仅为他的科学研究

奠定坚实基础，更成就了其开阔视野、深邃思想和

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当今时代，阅读传递的

知识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也唾手可得，但经过阅读

锻造的思维能力、认知水平、创造能力，以及带来的精神滋养却

能凝结成智慧，长久不褪色。

身处数字时代，阅读早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报章。

闲暇时听听书，视频里看看别人“讲书”，作为涉猎泛读的方式

之一，也是一味书香。

但我们所倡导的阅读，是抵御思维碎片化的深度阅读。只有

深度阅读，才能调动大脑的充分参与，在思考、发问、质疑和阐

发、引申中形成闭环，促进思维系统化。打开书，沉下心，钻进去，

慢品深研、慎思细悟，就能真正吸收营养，得其精髓而化为己有。

读书重要的还是读经典。经典的魅力，在于闳约深美、常读

常新，横看成岭侧成峰。时代大潮不息，出现新知识、新理念、新

事物是必然，但万变之中的不变，正是经典所蕴含的普遍真理

和人类情感共鸣。徜徉历史、文学、哲学经典之中，便是一场穿

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四月繁花季，再逢读书日，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在这

个花香书香交织的美好时节，放下手机，去读一本书吧！翱翔在

文字的世界里，你会得到知识的烛照、情感的浸润和思想的给

养，收获一个充盈、丰厚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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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书香能致远，文脉千秋薪火传。

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写进党的二十大

报告、“全民阅读”连续 12 年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到建设‘书

香中国’”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

让书香浸润三晋大地，以阅读涵养民

族精神。山西省近年来以“书香山西”为统

领，通过持续强化政策引领、优化公共服

务体系、构建五级阅读服务网络，为建设

书香社会探索实践“山西方案”，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宏伟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

力与文化力量。

政策引领 全民阅读蓬勃起势

在波光粼粼的太原市文瀛湖畔，文瀛

城市书房静静矗立。这间“最美书店”以 1.5
万册的藏书，吸引着众多阅读爱好者。4 月

15 日，春色正好，市民们坐在阅览区，静心

享受幽幽书香。“真不敢想象，这么美的阅

读场所就在我家旁边。以前去图书馆得坐

公交车，现在走路五分钟就能享受一场沉

浸式阅读。”家住桥头街的市民王蕊馨有些

感慨。

“举一纲而万目张”。随着相关政策不

断完善、连续出台，山西省迅速构架起较为

全面的全民阅读政策体系。

培育品牌、完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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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山西省以“4.23”世界读书

日为契机，开展“书香山西”全民阅读活

动实施计划，进一步培育和巩固全民阅

读活动品牌。在晋城，城区政府主导发布

全民阅读品牌———“爱阅之城”。当地书

店、酒店、中小学图书馆，纷纷挂牌“爱阅

书房”或“爱阅书角”，构建起“1+N+N”全

民阅读服务体系。

（下转 A2 版）

书香满三晋 阅读气象新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四月的太原，半城书香，半城花香。满园芬

芳，沁人心扉。

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第四届

全民阅读大会在太原举行。

郁郁乎文哉。

这是又一次弦歌不辍的文化交响。五千

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一路奔涌而来，光

芒万丈。那些如星光般璀璨的传世经典、先

贤名士、壮阔山河都在温润的纸上、绚丽的

屏里、大地的行吟中披光而来，照亮整个春

天。

这是又一次满怀期待的阅读接力。从首都

北京到钱塘江畔，从彩云之南到锦绣太原，如

约而来的全民阅读大会似春风吹拂着神州大

地。漫步书香馥郁的城市乡村，风吹落的每一

粒阅读的种子都在孕育生机，摇过的每一棵阅

读之树都在拔节生长。

这是又一次别具魅力的地域文明之旅。

何以山西？在这片素有“华夏文明摇篮”美誉

的土地上，处处蕴藏着文明的密码。临汾陶寺

遗址，一把书有“文”字的扁壶，将中国文字的

肇始拉回到殷墟甲骨文之前，文字抑或由此

滥觞。《诗经》里的晋地风物、鸟尊浓缩的青铜

世界、鹳雀楼上的诗和远方、“梁林路”上的古

建华章……五千年文明在这里一路光华。行

走在这历史的源流中，既是人生的壮游，亦是

灵魂的返乡。

读书声里是吾家。

在太原这座拥有 2500 余年建城史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以阅读之名，以书会

友、共沐书香。分享动人的读书故事，推荐优

质的精品好书，重读王勃壮丽工巧的《滕王

阁序》、司马光体大思精的《资治通鉴》、赵树

理充满乡土气息的“山药蛋派”文学，探讨

“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的多元路

径，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

阅读是文明的标志，事关一个人、一个民

族的精神高度。让阅读的力量奔腾不息，是源

自历史深处的自信，也是在文明赓续传承中走

向未来的责任与使命。

一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书中自有黄金

屋”“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这些关于读书的名言俗语，以及先贤们的

劝学读书之道，已深入人心，成为刻在中国人

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饭可

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

不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

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

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

气。”

读书，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在中国人的价

值体系中，从古至今都无可辩驳。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人，一座城

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因为阅读，

抵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1995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 4 月 23 日设为“世界读书日”，呼

吁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2006 年，我国 11 个部门发出《关于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16 年，首个国家

级全民阅读规划印发。2022 年，“深化全民阅

读活动”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从 2014 年起

至今，“全民阅读”已连续 12 年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从“倡导”到“大力推动”“深入推进”，

再到今年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已

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中央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相继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全国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全国已有 20 个

省（区、市）颁布了地方性阅读法规，遍及城乡

的阅读空间如雨后春笋，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蓬勃兴起。

为阅读设节、为阅读立法、为阅读举办大

会、为阅读建立机制、为阅读开辟空间、为阅读

营造氛围……今天，阅读不仅是读书人的事

情，也是所有人的事情；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

国家的事；不仅是国民成长的密钥，更是国家

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塑造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全民阅读，反复谈到阅读。

2019 年，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

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

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

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2022 年，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

中写道：“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

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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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

强调：“书香是一种氛围。”

这些对阅读的期许，言辞恳切，语重心长。

二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当阅读被冠以“全民”二字，便体现出鲜明

的价值导向。书香中国、书香社会、书香城市、

书香校园……以“书香”为名的共识和行动，应

者云集。阅读生态在潜移默化中被重塑。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

2012~2023 年，我国成年人各种媒介综合阅读

率由 76.3%提升到 81.9%，年人均纸质图书和

电子书合计阅读量由 6.74 本提升至 8.15 本。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 77.0%提升至 86.2%，

年人均图书阅读量由 5.49 本升至 11.39 本。

十年间，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稳

步提升，阅读人口显著增加，全民阅读风尚呈

现出勃勃生机。

“书香山西”的倾力打造，正是一个典型缩

影。

4 月 17 日，在一排海棠树的映衬下，以

“书本”为造型的太原市图书馆显得格外明亮。

早上 9 时许，拥有 3800 多个阅览坐席的图书

馆内几乎座无虚席。一排排卷帙浩繁的书籍，

一个个埋头读书的身影，偶尔传出书页翻动的

声音，都像城市在积蓄力量。这座拥有 70 余年

历史，建有 37 个分馆、8 座城市书房、68 座自

助图书馆，每天接待上万读者的图书馆，已成

为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

坐标太原市迎泽区，骑一辆单车，一个小

时之内，就可以与文瀛城市书房、钟楼书院、新

华南宫书店、山西省少儿图书馆、尔雅书店，一

一相遇。无论走进哪一间，别具一格的阅读空

间和浓郁的书香，都会瞬间涤荡身心的疲累，

让人流连忘返。

远在太行山上的高平市许庄村农家书屋，

坐落在花田乡舍间，常有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

来这里学习农技知识。而 55 座“河东书房”已

如繁星般散落在运城市的大街小巷，当退休老

人在这里分享《运城盐文化史》，快递小哥捧读

《平凡的世界》，阅读让生活更美好变得具象而

触人心弦。

近年来，山西持续增加政策扶持和资金支

持，逐步构建起由 120 余座图书馆、3200 余家

实体书店、18800 多个农家书屋组成的省市县

乡村五级公共阅读服务体系。这些全面覆盖城

乡的“馆”“店”“屋”公共阅读空间，让“时时可

阅读、处处能阅读、人人爱阅读”的愿景走进现

实，极大地保障了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让阅读成为触手可及的事情，让阅读日用

而不觉，更多毛细血管还有待打通，那些小而

美的城市阅读空间还有待注入更富生命力的

源头活水，那一间一间的农家书屋还有待延伸

拓宽服务功能，使其真正“用起来”“活起来”，

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精神粮仓”。推动阅读服

务设施形神兼备，书香才能一路芬芳。

一树春风千万枝。推进全民阅读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历

程，正在走向从有到优的提质增效之路。不论

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文化服务供给，追求供需适

配、内外兼修，正当其时。

三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 月 6 日上午，山西省图书馆长风馆雅集室

内座无虚席，一场《王勃的生命与诗文》的讲座正

在进行。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出身于什么样

的家庭？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是怎样写成的？讲

座带领大家走进王勃的世界来探寻答案。

开坛 20 多年来，山西省图书馆“文源讲

坛”已累计举办公益讲座 3000 余场，听众达

50 余万人次，成为读者心中“永不失约的星期

天”。并与“山西科学讲坛”“新时代作家大讲

堂”“出版晋军·悦读山西”、刘慈欣故乡科幻文

化活动周等众多活动，共同构成了推广全民阅

读的“晋字号”品牌矩阵。

全民阅读关键在“全”，要在全民中推广，

也要靠全民来推广。2021 年 7 月 1 日，《山西

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提

出，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公益普惠、资源共享、重点保障的原则。其

中规定，每年 7~9 月为“书香三晋·文化山西”

全民读书季。

万家灯火共书声。在全民阅读大会的引领

下，在“书香三晋·文化山西”全民读书季的带

动下，多层面多维度可持续的群众性阅读推广

活动如星火燎原。

（下转 A3 版）

让阅读的力量奔腾不息
———写在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太原召开之际

姻 山西日报编辑部

科学导报讯 笔者 4 月 22 日从科技部获悉，5 月 24~
31 日是第二十五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 月 30 日为第九个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三部

门日前印发《关于举办 202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于 5 月上

旬至 6 月上旬共同主办 202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主题为“矢志创新发展 建设科技强

国”。

《通知》提到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如在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等重大科技任务中选树一批弘扬科学家精神的

示范典型。此外，还将开展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活动，举

办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等活动。

根据《通知》，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还将组织科技成果走近公众系列活动，广泛动员科研机

构、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参与，推动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实验室、企业生产线等科研和生产设施向公众开

放。围绕公众关注的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科技、航空

航天、深海深地探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通过展览展

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专家讲座、短视频讲解等多种方

式，广泛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

其间，还将广泛开展群众性实践活动，比如，擦亮“惠

民兴县”等科技志愿服务品牌，动员科技志愿服务组织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展各种

类型科技志愿服务。 刘垠

202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将举办

第 四 届 全 民 阅 读 大 会
打造书香山西 助力文化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