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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

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23 日公布结果。

这项自 1999 年起实施的调查已成为我国国

民阅读情况的风向标，是认识和评价我国全

民阅读状况的基本依据。记者采访了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魏玉山，

就本次调查公布的数据及有关问题作进一

步解读。

记者：此次调查显示，2021 年我国成年

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

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6%，较 2020 年提升

了 0.3 个百分点。观察近年来的国民阅读调

查发现，每年综合阅读率处于小幅稳定提升

的状态，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态？

魏玉山：这是由我们国家国情所决定

的。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人口多

且不同人群文化水平、收入水平差距仍然

较 大 ，很 多 人 的 读 书 习 惯 还 在 逐 渐 养 成 。

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国民阅

读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我们应该

看到，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提倡和推

动下，我国全民阅读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国民阅读率逐年上升，虽然每年幅度较小，

但累积起来，未来一定会很可观。特别是

今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召开，极大鼓舞了

出版界和阅读推广工作者，为全民阅读进

一步推进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全社会一

定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国民阅读率会稳步提升，对此我们要有

信心。

记者：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 4.76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3 本。这个阅读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处

于什么水平？

魏玉山：我国人均纸书加电子书的阅读

量在 8 本左右，这个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发达国家人均年纸质图

书的阅读量在 10 册左右，或者高于 10 册，加

上电子书的数量更高一些。

记者：手机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占

据了重要位置。手机阅读为什么如此受欢

迎？手机阅读是否会加深“浅阅读”的流行？

魏玉山：手机阅读受到广泛欢迎，有几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手机的普及度很高，智

能手机获取信息、获取知识的便利程度要高

于图书或者报刊；二是手机阅读的内容更加

丰富，读者的选择面更广，几乎每个人都可

以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这是传统纸质图书

和报刊难以比拟的；三是手机内容的及时

性，读者可以通过手机及时了解到国内外各

方面的信息，读到各种最新出版的图书杂

志，这也是纸质出版物难以实现的。

我认为，手机阅读和纸质书阅读的功能

可能会逐步细分。手机阅读并不一定导致

“浅阅读”，虽然手机可能更适合于读短内

容，但是许多青年人也正在通过手机来进行

系统的知识学习。

记者：本次 调 查 发 现 ，超 过 三 成 的 成

年 国 民 养 成 了 听 书 的 习 惯 。 听 书 发 展 速

度 较 快 ，阅 读 从“ 看 ”发 展 到“ 听 ”，是 进

步吗？

魏玉山：人类早期的阅读，听比看更为

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多数人不识字，是靠听

来获得信息；后来识字的人多了，看才逐渐

成为主流。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听书又有

一定程度的回归。当然，这个回归和早期的

听书也有很大的差别。听书对于儿童和有

阅读障碍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更为便捷的

阅读方式，满足了一些特定人群的阅读需

求，从而扩大了阅读的覆盖范围。听书也有

局限，有一些书仅仅靠听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的。对听书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丰富了

阅读的形态。

记者：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成年国

民对阅读活动的诉求较高。为满足居民对

阅读活动的高诉求，各地推出了精彩纷呈的

阅读品牌活动。您认为当前阅读活动的质

量和成效如何？如何才能让更多国民参与

阅读活动？

魏玉山：从调查来看，国民对各种阅读

活动的满意度比较高，这说明阅读活动的

成效比较显著。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问

题，多数的阅读活动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

中型城市，而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阅

读 活 动 偏 少 ，大 众 参 与 度 也 还 不 够 普 及 。

所以，未来阅读活动应该向基层延伸，向偏

远地区延伸，多举办儿童和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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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

示交易中心，室外的全民阅读成果展

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顶层规划不断

加强，阅读内容丰富优质，阅读方式日

新月异……一块块展板内容丰富，彰

显我国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全民

阅读理念渐入人心。

4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宣部出版

局、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首届全民

阅读大会在京举办。本届大会以“阅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包括

系 列 论 坛 、展 览 展 示 、发 布 和 主 题 活

动等环节，全面展现我国书香社会建

设 以 及 全 民 阅 读 推 进 取 得 的 丰 硕

成果。

系列论坛备受关注。 8 场主题分

论坛涉及新时代主题阅读推广、数字

阅读、青少年阅读、银龄阅读等主题。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国妇女出版社社

长李凯声表示，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全

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29
年来服务青少年读者近 10 亿人次。

苗花娣、张树森、乐华泽……在乡

村阅读推进论坛暨 2022“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启动仪式上，“乡村振兴十大阅读

推广人”对外公布。

“关注老年阅读、关爱老年生活。”银

龄阅读分论坛聚合老龄事业、出版业等

各界社会力量。论坛上发布的“2021 年

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首次扩

容至 100 种，该活动自 2014 年以来已累

计推荐 500余种优秀出版物。

展览展示丰富多彩。在数字阅读体

验馆，AI 朗读展区吸引读者前来体验。

数字阅读体验馆分为六大展区，可视化

的数据展示、多样化的阅读呈现、借助新

技术实现的沉浸式阅读体验让观众看到

数字阅读的无限可能。

以“一起爱阅读”为主题，全民阅

读活动馆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为主题线索，集中优质阅读活动和阅

读品牌，开展了现场访谈、讲座、图书

直播、读者交流等活动。

本届大会上，还启动了北京阅读

季等系列活动。4 月 23 日晚，北京市各

书店同步启动“点亮读书灯”活动，当

天主要书店均延长营业时间。“书香暖

神州”图书捐赠活动组织各地出版集

团，联合相关协会、社会组织向全国特

别是边远地区中小学生、视障人士等

特殊阅读群体捐赠图书。此外，本届

大 会 还 发 布 了 2021 年 度 十 大 著 作 权

人、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

46 家年度最美书店等。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活动丰富，精彩纷呈——

神州大地 书香四溢
本报记者 张 贺 施 芳 潘俊强

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智

春丽）跟着叶嘉莹先生走进诗歌的世

界，与张桂梅老师同读《红岩》，和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团队成员高健

一同打开《月背征途》……助力乡村振

兴、支持乡村阅读，在中宣部出版局指

导下，由人民日报文化时间工作室、人

民网移动中心、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

台共同发起的“山乡·书香”融媒体报

道暨“乡村伴读计划”近日启动。该项

目得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人民日报媒

体公益专项基金支持。

“ 乡 村 伴 读 计 划 ”分 为 线 上 互 动

“接力共读一本书”、农家书屋微纪录

片发布、线下农家书屋改造提升等内

容。项目邀请叶嘉莹、张桂梅、单霁翔

等 7 位乡村伴读人，与远方的乡村孩子

跨屏互动，接力共读一本书。微纪录

片《有间书屋等你来》讲述湖北宜昌百

里洲岛上书店的故事，展现农家书屋

给村庄带来的改变。截至 4 月 24 日 15
时，全平台曝光量近 4 亿次，3 条内容

登上微博热搜榜，多次被学习强国首

页 、人 民 网 首 页 、人 民 日 报 客 户 端

推荐。

“乡村伴读计划”还将与河南省新

县县委宣传部共建田铺乡田铺大塆农

家书屋，增设儿童阅览室，提升阅读环

境，为书屋增加藏书和智能阅读设备

等，助力乡村文化空间建设。拟向首

批 10 所乡村中小学校及农家书屋捐赠

图书，内容涉及红色经典、世界名著、

人物传记、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等。

“乡村伴读计划”启动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新华社北京 4月 24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优秀出版物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宣部出版局联合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会同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中国编辑学会少

年儿童读物专业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中国少年报

社，开展了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

经过论证评选，最终确定向青少年推荐《习近平与大学

生朋友们》《红色气质》《大家小书（青春版）》《藏在典籍里的

中华美德》《乌兰牧骑的孩子》《我和小素》《征程：人类探索太

空的故事》《给孩子讲大数据/人工智能》《美丽中国·从家乡

出发》《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红游记》《中华传统文

化名家课堂音频库》等 100 种精品出版物（书目见下图），内

容涵盖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美育素质，培养科学精神等

方面。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符合青

少年认知规律和阅读特点，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读物原创出

版成果的集中体现。

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入选作品揭晓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 者

白瀛、史竞男）以“阅 读 小 康 气 象 ，奋

进 振 兴 征 程 ”为 主 题 的 2022“ 新 时 代

乡村阅读季”24 日在京启动。阅读季

中，将举办“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

荐、“我爱阅读 100 天”读书打卡等 8 项

适 农 乐 农 重 点 活 动 ，助 力 乡 村 文 化

振兴。

当日同步举办的乡村阅读推进论

坛上，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发布了“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

名单，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

区玉池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马慧娟等 10
位阅读推广人获选。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为推广人和农家书屋管理

员代表捐赠了《习近平扶贫故事》《红

色气质》等图书。据悉，今年商务印书

馆 将 为 全 国 各 地 农 家 书 屋 捐 赠 价 值

3000 万码洋的图书。

本次论坛以“喜迎二十大 书香

伴 小 康 ”为 主 题 ，由 中 宣 部 印 刷 发 行

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局 政 策 法 规 司 共 同

主办。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说，推进乡

村阅读，要强化思想引领，以农家书屋

为阵地，加强主题出版物配备和主题

阅读活动开展，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人心；要突出榜样示范，挖掘培育更多

的优秀代表，点燃乡村阅读的燎原之

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要鼓励社会参与，提供更多优

质阅读产品和服务，把“送文化”和“种

文化”紧密结合，推动农民群众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说，

在新时代推进全民阅读，乡村不能缺

位、农民更不能缺席。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活动要进一步引导农民群众在阅

读中增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信心决心，提升奋

斗创造美好生活、推进产业就业创业

兴业的本领能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传 承 中 华 美 德 的 素 养

品质。

2022“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