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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和平里北街远东仪表有

限公司的老厂房里，有一家以戏剧、电

影、诗歌为特色的书店。书店创始人

李苏皖说，虽然是个书店，但这里有时

也会变成放映厅、小剧场、沙龙或各种

艺术空间，这也让它赢得了许多粉丝。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出台《关于加

快“书香之城”建设 引导支持实体书

店“四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四

进”），推出四大类、19 项扶持政策，鼓

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楼宇、进社区、

进园区，引导实体书店更好融入百姓

生活。

强支持，实体书店
实现逆增长

近年来，实体书店的发展态势总

体上并不乐观。“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传统实体书店的品种优势、信息优

势、渠道优势、服务优势不断弱化，市

场竞争力随之下降，这在疫情影响之

下表现得尤其明显。”王府井书店总经

理张强坦言。

位于美术馆东街 22 号的北京三联

韬奋书店，是北京著名的文化地标之

一。 2014 年 4 月，三联韬奋书店打造

了北京首家“24 小时书店”，赢得广泛

关注。当年书店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58%，利润同比增长 111%。三联韬

奋书店 24 小时营业后的红火让人们看

到，即便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下，

传统出版社和实体书店依然有其独特

价值，能够吸引大批读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实力雄厚的

老牌书店，受疫情影响也感受到阵阵

寒意。“2020 年疫情期间书店经历了短

暂停业，恢复营业后，客流量短时间内

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同时网络竞

价打折卖书对实体书店的挑战更加严

峻。”三联韬奋书店总经理陈义望说。

艰难时刻，政府第一时间伸出了

援手：稳岗补贴、东城“文菁计划”、实

体书店奖励……2020 年，三联韬奋书

店获得多项政府补贴和奖励，挺过了

那段艰难时光。

虽然疫情让实体书店的经营遇到

极大挑战，但在北京市和东城区一系

列强有力的扶持举措之下，2020 年北

京市以 639 家新开书店总量，居于全国

之首，东城区万人拥有实体书店达到

2.06 家，书店指标位居全市第一。

解难题，双管齐下
疏“堵点”消“痛点”

“实体书店依靠一时的财政补贴、

资本助力及简单的转型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不断增强自我‘造血’能力，才能实

现行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文

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卜希霆认为。

既要从行业的角度扶持实体书店

健康发展，更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为

实体书店留出空间。“四进”政策的“专

属政务服务”“人才交流培训”“文化项

目合作”“专项经费支持”四大类、19 项

具体扶持措施，瞄准实体书店发展面

临的现实难题，着力打通转型发展、提

质增效的“经络”，为实体书店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新书店有一次性开办奖励、老书

店有连续运营奖励、服务周边社区可

获“百姓书屋奖”；同时，开辟“四进”绿

色审批通道、推出实体书店申请注册

快捷办理、梳理区内可利用的空间资

源、吸引实体书店项目落地……一系

列政策含金量十足。

“此次东城区‘四进’专项扶持政

策思路新、举措多、保障实，通过宏观

引导与经费扶持双管齐下，通过制度

创新疏‘堵点’、消‘痛点’，在推动实体

书店改革创新、提升质量效益上进行

了探索。”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霏说。

利用老旧厂房发展实体书店等文

化 产 业 ，实 际 经 营 中 也 面 临 一 些 难

题。按照规定，书店有出版物经营许

可证就可以出售出版物，但没有营业

执照就无法办理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

照 ，不 能 开 展 售 卖 咖 啡 等 配 套 服 务 。

而办理工商登记需要房产登记证明，

首先要求固定经营场所，但很多书店

使用的是腾退空间，无法取得房屋产

权证。

“这些难题，在东城区都已经有了

相应的解决之道，老厂房通过政府部

门出具的变更建筑使用功能的认定意

见，就可以办理登记注册。”李苏皖说，

在东城区和尚 8 远东科技文化园的帮

助下，她很快就办好了相关手续，书店

的经营也迅速走上了正轨。

多业态，发展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

相比线上渠道，实体书店最大的

优势在于其空间价值。

李苏皖介绍，每月一期的诗会、沙

龙、放映、音乐秀等活动，不仅带来了

络绎不绝的客流，也为书店带来了直

接 收 入 。“目 前 零 售 图 书 的 利 润 只 占

30%左右，其余 70%源于饮品销售和开

展活动的收入。单靠卖书的收入不能

平衡书店的支出，必须挖掘书店的空

间价值。”

支持实体书店多业态经营、融合

发展，也是此次“四进”政策的重点之

一。东城区将优化实体书店举办小型

文化活动申报流程及书店空间文化演

出审批流程，建立“诚信书店名录”，实

行承诺制、备案制、白名单制，助力实

体书店的发展。

在前门南晓顺胡同，东城区正在

建 设“书 香 世 业 ”实 体 书 店 一 条 街 项

目。这个项目通过“书店 +”模式，以

“ 文 化 IP + 场 景 植 入 + 沉 浸 式 互 动 体

验”的理念，融书店、主题餐厅、酒店、

演艺空间于一体，成为东城区推动实

体书店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数据显示，2020 年，东城区 16 家

实体书店获评北京市“最美书店”“特

色书店”，更读书社、春风书院、由新书

店 等 一 批 实 体 书 店 成 为 首 都 知 名

书店。

北京市委改革办改革二处处长李

宏平认为，实体书店的未来在于更好

地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为市民提供

高品质的阅读体验与文化生活方式。

这也意味着实体书店发展的重点是推

动实体书店功能从图书销售商向公共

文化服务提供者转变。

东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海英

表示，当下东城区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

力：支持实体书店品质提升，打造“最美

书店”，满足群众高品质阅读环境需求；

鼓励支持实体书店服务周边社区，开展

常态化、品牌化、系列化文化活动，形成

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鼓励 24 小时书

店建设（含无人值守城市智慧书房），推

出“不打烊”阅读空间，提升社会效益和

读者满意度……在政策的引导下，越来

越多的实体书店将发展为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成为城市中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东城区鼓励实体书店进商场、进楼宇、进社区、进园区——

书店“四进”书香四溢
本报记者 贺 勇

鼓励利用疏解腾
退空间开办书店、给予
运营奖励、开辟绿色审
批通道……北京市东
城区出台四大类、19项
扶持政策，鼓励实体书
店进商场、进楼宇、进
社区、进园区，引导实
体书店更好融入百姓
生活，持续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核心阅读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本报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者刘阳）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历时半年摄制的两集纪录片

《一跃跨千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将

于 18 日、19 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

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结合历史影像、典型

故事，生动讲述了西藏从和平解放以来发

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表现了西藏“短短

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发展奇迹和各族

群众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

据了解，该纪录片的上集以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为起点，结合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

成立、改革开放、步入新时代、建成小康社

会等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

证者、研究者等不同人群的亲身感受、故

事和观察，反映 70 年来西藏发生波澜壮

阔变化的深刻历史逻辑。下集则聚焦于

微观层面，通过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典

型人物故事，展现西藏在脱贫攻坚、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民族团结、宗

教和睦、富民固边、生态等民生各领域从

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反映西藏

人 民 70 年 来 幸 福 指 数 是 如 何 一 步 步 提

升的。

据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

道播出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也将播出该

纪录片。

纪录片《一跃跨千年——西藏和平解放 70年》将播出

■解码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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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志琴是重庆市綦江区

遥河村小的一名老师，今年

是她在这所村小任教的第九

年 ，也 是 她 从 教 的 第 二 十

八年。

遥河村小是篆塘镇唯一

的村小，目前仅有 6 名老师

和 5 个年级的 45 名学生。母

志琴目前负责学前班的包班

教学，班里有 7 个孩子。除

了学习，母志琴在生活上也

细 心 照 料 着 他 们 。 午 饭 时

间，她总是带着 7 名学生到

食堂，为他们一个个洗手、打

饭。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只

有 3 岁多，母志琴时常给他

喂饭。

1993 年，母志琴经过分

配，在篆塘镇陶家村小开始

了自己的教师生涯。“那时候

村里的条件很差，从镇上徒

步两个小时的石子路才能到

学校。”母志琴回忆道，艰苦

的条件曾让她感到委屈，但

学生们对她的信任和喜爱，

让她的内心渐渐安定下来。

陶家村小、育人村小、群

乐村小、新庙村小……多年

来，母志琴辗转在篆塘镇的各个村小任

教，多次放弃留在中心校的机会。母志琴

说：“其实我也明白，在中心校生活会更方

便，但村小总是需要老师的，看到这里的

孩子，我实在不忍心走。”28 年里，她教过

的学生有上千名，其中有 300 多人考上大

学，走出了大山。

陪 伴 了 许 多 学 生 的 童

年 ，母 志 琴 对 自 己 的 儿 子

却有一份愧疚，“因为工作

原 因 ，对 他 的 陪 伴 和 照 顾

不够。”她还很感激自己的

家人，“我的婆婆也是一名

老 师 ，所 以 她 能 够 理 解 并

尊 重 我 的 选 择 ，我 真 的 很

感恩。”

今年年初，母志琴获评

2020 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 ”。 谈 及 颁 奖 典 礼 ，母 志

琴 说 最 让 她 激 动 的 不 是 得

了奖，而是见到了她曾经教

过的两个学生。“看到他们，

我 一 下 子 就 想 起 他 们 上 小

学时的模样，现在一个当了

医 生 ，一 个 在 深 圳 教 书 ，都

过得很幸福。”母志琴说，她

当老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学生们还记得她，有空能来

看看她。

“现在的办学条件比以

前好太多了，校园地面硬化

了 ，修 起 了 围 墙 ，教 室 也 有

了 电 脑 等 多 媒 体 设 备 。”母

志 琴 说 ：“ 不 管 是 镇 政 府 还

是 学 校 老 师 ，都 在 努 力 给

村 小 的 孩 子 们 提 供 最 好 的 学 习 与 成 长

环境。”

“只要还有孩子在村小念书，我就会

尽最大努力发挥余热，我愿意一直陪伴他

们。”母志琴看着在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

语气温柔又坚定。

（金子涵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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