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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王琳） 近日，
2017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举
行，深圳继去年获评“中国
十大数字阅读城市”之后再
获殊荣，与南宁、中山、贵阳、杭州、上海、
重庆等城市共同获得“2016 年度中国十大数字
阅读城市”称号。阅读大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是目前国内规
格高、规模大，并具有年度“风向标”意义的
国家级数字阅读行业盛会。

据悉，数字阅读十大城市排名由各级城市
数字阅读指数排名来决定，该指数综合数字阅
读渗透率、人均浏览量、人均付费数、人均阅
读天数、人均在读数字阅读图书本数五大指标
加 权 计 算 得 出 。 深 圳 城 市 数 字 阅 读 指 数 为
68.78，特别是数字阅读渗透率为 15.72%，领先
于其他入选城市。

深圳是最具互联网“气质”的城市。良好

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条件和旺盛的阅读需求，为
深圳发展数字阅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圳成
年居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高达95.7%，人
年均阅读电子图书10.47本，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7.21 本。在亚马逊发布的 2016 年度阅读趋势报
告中，深圳居电子书阅读器电子书阅读城市榜
第三位。

深圳打造了一批数字阅读终端产品。作为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深圳着力培育城市
数字阅读风尚，组织了一系列数字化的全民阅
读活动，重点开发了一批数字阅读终端产品：
获得中央文资办资助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全民
阅读数字出版分众平台”，以网站、App和微信
公众号方式构筑起复合态势；“掌上书城 App”

以深圳四大书城文化资源为依托，融图书查
询、智能导购、书单定制、文化活动、掌上销
售等多功能于一体，打造掌上阅读文化生活空
间；深圳图书馆通过移动应用客户端App，为市
民提供丰富的数字阅读资源与服务。即将到来
的“4·23世界读书日”，深圳将组织传统阅读活
动“地铁漂流季”，依托全民阅读App及微信服
务平台，利用扫码接力来实现电子书在市民手
中“漂流”。

此外，深圳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与全球代表一起聚焦未来数字技术给图书和阅
读带来的影响，为深圳参与数字阅读国际合作
奠定了基础，也把深圳数字阅读推广工作提升
到了全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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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阅读的人将实现快乐的可持续发展。

推崇阅读的城市将更加文明和富有活力。

热爱阅读的民族必将自强于天下。

阅读，润物无声、静水深流，国民阅读率与国家创新力居然有

着微妙的相生相长的内在联系。书香，塑造着城市的精气神。

在深圳，一边是安静自在的阅读，一边是持久热情的创新，两

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已构成了这座新兴城市的两大特征。

① 热爱阅读的城市更具竞争力

② 阅读是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③ 阅读助力迈向质量时代

④ 让城市阅读生机盎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
大外交场合谈读书经历，推荐书单。

2014 年至 2016 年，“倡导全民阅读”连
续 3 年写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大力推动全民阅
读”。从过去的“倡导”升级为“大力推
动”，这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其折射出的
是，党和政府对全民阅读重要性认识的进一
步升华，对全民阅读推动力度的进一步加
大，将对全民阅读广泛深入的开展奠定坚实
基础。

去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
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这
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标志着中
国进入了一个全民阅读的新时代。令人关注

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质量时代”。当中国经济进入质量时
代，全民阅读也进入了新时代，这种“同
步”让我们不由得思考两者之间的逻辑关
系：全民阅读，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质量时代的关键是国民素质。一国之产
品质量，往往被视为一国之文明程度；一国
产品之信誉，往往是一国之国民尊严。没有
过硬的国民素质，怎能有过硬的产品质量，
怎能彰显一国之文明与尊严？而在国民素质
的提升中，阅读不仅可以培育国民的知识素
养、文化品位，也锤炼着国民的精神气质。

显然，阅读在国民素质提升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热爱
读书、善于学习的民族必将自强于天下，而
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的城市亦将在竞争中赢得
广阔天地。

不久前，2016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
行榜发布，深圳位列第三。在麦肯锡刚发布
的2016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中，深
圳位列全国第一。4月8日出版的英国《经济
学家》 杂志发表题为 《深圳已成为创新温
室》的万字长篇特别报道，就深圳为何成了
世界创新和发明的“皇冠上的明珠”、如何改
写世界创新规则等进行系统而生动的分析，
并给深圳一个比硅谷更为传神的美名——

“硅洲”（Silicon Delta）。
在谈及深圳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和创新

能力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持续18年的读书
活动对城市和市民的恒久影响，那就是深圳
读书月。

从 2000 年开始，每年 11 月，深圳市民
都会与读书月快乐相约。持久开展的全民阅
读，与一座城市的学习热情、竞争能力、创

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紧密连接，为深圳的未
来奠定了伟大基石。

早在2000年，当看到这座城市巨大的读
书与学习的热情时，深圳市委市政府顺势而
为，在全国率先创立读书月。2003年，深圳
又在全国率先确定“文化立市”战略。正因
为明白文化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个
经济特区为此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战略，
而“文化立市”的基石就是全民阅读。在读
书月创立之初，我们就提出“实现市民文化
权利”的观念，因为阅读权利不仅是文化权
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文化权利的重
要形式。深圳把读书看成每个人的基本文化
权利，而创立深圳读书月的目的就是要从读
书这一最为基本的文化权利入手，让更多市
民享受读书乐趣。

全民阅读，在城市发展关键期为深圳注
入沁人心脾的诗书
之气，让市民因读
书而身心亮丽，让
城市因书香而充满
诗意。这座快速发
展的现代化城市告
诉人们，如何用书
来平衡经济和文化
发展，让居住在这
个 城 市 的 市 民 受
益；如何用阅读来
提 升 城 市 软 实 力 ，
让每个市民拥有通
向未来的“护照”；
如何在积累了丰富
知识之后，让一座
城市焕发出强大的
创造力。

对于个人而言，阅读是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阅读，是人们进步的阶梯和圆梦的路
径，不仅是梦开始的地方，可点燃人们的梦
想，同时又是圆梦的地方，人们可从阅读中
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激情，不断完善
和丰富自我，进而逐渐实现梦想。

全民阅读的持续开展，让“以读书为
荣”成为深圳人的价值观念，“以读书为乐”
成为深圳人的生活模式。今天，阅读已成为
许多市民的新生活方式。深圳人均购书量连
续27年保持全国第一，人日均阅读图书63分
钟，平均阅读电子图书10本，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之举。深圳

通过对阅读的持续倡导，通过创造各种便利
条件，使阅读既内化为市民自身的生活方式，
又形成一种具有公共性的阅读风尚。通过阅
读，人们从知识中获得力量、汲取智慧，而
书香也潜移默化地雕塑着城市的精气神，尊
重知识、崇尚文化的文明气象开始升腾。

“至乐莫如读书”，唯有读书能带来充满
生命力的快乐。有时，我们沉浸在一本书
里，从中获得了宁静；有时，我们在一本书
里感受到喜悦；有时，我们在书里隔着千年
跟先贤对话、与智者沟通，在观点碰撞交流
中产生了大脑风暴……无论读什么书，开卷
皆能得其乐，当我们真正把读书看成生活的
一部分时，将获得源源不绝的快乐。

当中国进入质量时代，什么精神可支撑这
一宏伟目标？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一词一提出，在国内渐成燎原之势，并入选
2016年度十大流行语。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

“工匠精神”作了进一步阐述——质量之魂，
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
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

“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
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当今中国，需要把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作为迈向质量时代的三大支柱。唯
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的转变，才能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
的战略任务。这三大精神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的精神保证和思想动力。而这三种精神，特
别是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锻造，文化尤其是
阅读发挥着驱动引领的作用，润物无声，却静
水深流。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职业操守，还是一
种可贵的信仰，体现着对完美事物和高尚人格
的执著追求。工匠精神，推动的是品质的革
命、匠心的锤炼，读书不仅带给我们智慧之
乐、心灵之乐、和美之乐，实现人的知识积
累、理念更新、素质提升，在阅读中通古今、
明得失、知兴替的人更容易培育出这种高尚的
人文情怀；工匠精神，崇尚的是精益求精、精
雕细琢，而专注阅读的人更懂得细节决定成败
的道理，更具科学理性的气质；工匠精神，追

求的是尽善尽美、锲而不舍，蕴涵着严谨、耐
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品质，
这些可贵的品质心性，可以在阅读中慢慢体
会、慢慢磨砺。去年深圳读书月的主题“创新
之城，读具匠心”，道出了阅读对于匠心培育
的重要作用。

阅读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其意义也不言
而喻。我们常讲创新驱动发展，那又是什么在
驱动创新？文化，正是驱动创新的重要因素。
文化形态不同造成了国家创新能力的迥异，文
化不仅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也为创新设置了人
文边界。阅读对此功不可没。

以犹太人为例，在以色列，约每4500人就
拥有一个图书馆；人年平均读书64本，居世界
各国之首。正是阅读精神，使这个民族人才辈
出，成为世界公认的富有创新智慧的民族。从
1901年到2001年，全世界共有680位诺贝尔奖
得主，其中犹太-以色列人有152位，占总获奖
人数的22%。2001年后，又有17位犹太人获此
殊荣。

热爱读书的民族必将自强于天下。凡是有
着强大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精神的民族，都是热
爱阅读的民族。

值得关注的是，阅读指数与创新指数的高
度正相关。在2016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前十
的依次是瑞士、瑞典、英国、美国、芬兰、新
加坡、爱尔兰、丹麦、荷兰、德国。瑞士连续
6年名列第一，北欧更占了3席。欧洲国家年人
均读书量约为 16 本，北欧国家达到 24 本……
在这里，阅读与创新的关系卓然而现，正是国
民阅读率，决定了国家创新力。

在国家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深圳
仍要勇立潮头。

百舸争流中，深圳要把全民阅读作为城市
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培育成更为闪耀的城市名
片。阅读可以成为深圳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这里不仅是经济特区、改革之城、中国硅谷、
创客之都，她还有满城书香浮动，更有不灭的
阅读之灯如星火般璀璨。

百舸争流中，深圳要继续呵护市民的阅读
热情，营造阅读无处不在的氛围。每天清晨，
深圳图书馆门口就排起了等候入馆的长队；每
个周末，各大书城都涌动着沉醉书香的人潮；每
个深夜，在 24小时书店、在无数家庭的灯下，都
有着安静阅读的人们……这一幕幕，是这座城
市阅读热情的生动表达。要持续点燃人们的读
书热情，就需要打造更多阅读空间，让“一区一
书城”“一街道一书吧”“一社区一书栈”共同构
筑一张星罗棋布的阅读地图，也需要有丰富的
阅读活动一年四季次第展开，还需要与“互联
网+”紧密连接。

百舸争流中，深圳要进一步推动 《深圳经
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形成全社会

参与、支持全民阅读的良好格局。条例明确了
党委和政府的义务责任，并非消极的规范，而
是一个新的巨大推动力，期待各有关部门更加
重视，把阅读作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将条例实施作为焕发新一轮全民阅读激情的契
机，踊跃成为阅读环境的守护者、阅读热情的
点燃者、阅读事业的推动者。

百舸争流中，深圳需要更好发挥家庭、阅
读组织等阅读主体的作用，打造更优美的阅读
风景线。期待深圳不仅有书香家庭，假以时日
还可涌现出书香门第，使这个城市的文化越来
越厚重；期待培育更多民间阅读组织，涌现更
多像“三叶草”“爱阅公益基金”“后院读书
会”一样的阅读组织，满足不同群体对阅读的
需求，让城市阅读生机盎然。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
政，讲易见天心。”一边是安静自在的阅读，
一边是持久热情的创新，两者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又不动声色发生着巧妙的化学反应。阅
读与创新，已构成深圳两大特征，亦是深圳的
希望所在。相信在阅读的星空下，我们可以更
加诗意地栖居。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

深圳再获“中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称号深圳再获“中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称号

在2017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深圳获“中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称号。
（图片来源：杭州网）

深圳图书馆内座无虚席。 资料图片

读书已成为深圳人的生活方式。 资料图片

人们坐在深圳图书馆的台阶上
专心阅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