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读纸质书

在手机、网络等影响下，人们的阅读方式有了更多选
择。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
阅读器阅读、Pad 阅读等） 的接触率为 79.3%，较 2018
年的 76.2%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的发展，
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
阅读人群持续增加，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的
新趋势。

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低头族”确实随处可见。
而且，看视频、读新闻……这也成为许多人打发时间的一种
方式。在中国成年网民上网从事的活动中，有59.0%的网民
将“阅读新闻”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有30.3%的网民将“查
询各类信息”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特征来看，中国成年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近八成（79.6%）是18-49周岁人群。

对倾向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36.7%的成年国民更倾向
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 2018年的 38.4%下降了 1.7个
百分点；有 43.5%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比 2018年的
40.2%上升了3.3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热爱阅读的群体阅读量有所增长，
一方面是不读书的人总也不爱读，双方的拉锯导
致数据僵持不前。年人均读书 4本多一点，这个
数据已经徘徊了 10多年，而这 10年正是中国出
版业大发展的10年，无论是图书品种的丰富性还
是内容质量，都是历史最好的。更何况，今天只
要动动手指，图书就会送到家，电子书更是便利
到无以复加，可国民阅读量就是迟迟不能突破 5
本大关。

要提升国民阅读率，重要的是让不读书和读
书少的人爱读书、多读书，阅读人口的增加才是
根本之策。

但让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去多读书，任务
很艰巨。阅读习惯必须从小培养，成年以后爱上
读书的总是少数。而且，阅读习惯的缺乏往往存
在代际传递，父母不爱读书，子女往往也不爱读
书。一位作家曾说：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全
看他父亲的书架上有什么书。如果家中缺少书
香，孩子在未来的成长中，也不太会把阅读当作
人生习惯。

因此，全民阅读活动应该把青少年作为重中
之重，把培养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作为主要抓手，
有针对性地提供阅读资源和阅读指导。令人欣
慰的是，多年来的调查都显示，学生群体一直是
我国阅读量最大的群体之一，青少年们的阅读量
远远高于成年人。

可以相信，未来当他们长大成人、走上社会，
阅读习惯也将伴随终身。他们将成为中国阅读
人口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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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每年看书不到5本，和有的国家人均十几
本的阅读量相比，的确不高。但是，那些人均阅读
量高的国家几乎都是小国，而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有人不爱读书，也有人嗜书如命，把他们的阅读量
加在一起算出个平均数，得出的数值说明不了太大
的问题。毕竟，有超过 1/10的国民，也就是 1亿多
中国人，年读书量在 10册以上。这个群体的规模
和阅读量都接近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在阅读这件
事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综合观察上述各项数据，有人担心，2019年成
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本，比 2018年
的数据还降低了0.02本，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越来越
不爱看纸质书了？

“这个降幅其实很小，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看
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

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在接受采访时解
释，这几年的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一直处于
非常平稳的状态。

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中，仍有 11.1%的国
民年均阅读 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此外还有 7.6%
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如果参考纸质报纸、期刊的相关数据，还可以
看到，纸质书阅读量并未出现如此大幅下滑的现
象。他认为，这正是因为多年来国家、社会各界对

“全民阅读”的推广和关注。
“人们上网大多习惯使用手机，报纸和期刊因

为时效性、短文章体裁等因素，更容易被快捷的手
机网络、数字阅读取代，但纸质书一般是深度阅读，
不容易被替换。”徐升国分析，目前来看，纸质书阅
读仍是不可或缺的。

调查发现，城乡居民阅读差距明显。我国城镇
居民不同介质阅读率和阅读量远高于农村居民。
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 67.9%，低
于 2018 年的 68.1%；农村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
49.8%，较2018年的49.0%高0.8个百分点。城镇居
民2019年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84.4%，较农
村居民的 73.2%高 11.2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城
镇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 86.4%，较农村居民的

75.2%高11.2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

数量较少。我国成年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阅读活
动的呼声较高，2019年有 68.2%的成年国民认为
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其中，城
镇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读书活动或读
书节的比例为 68.9%，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为
67.4%。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如何度过？出游、上网，或是捧起一
本书静心阅读？

4月 20日，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主要成果
（以下简称“报告”）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成年国民的
综合阅读率为81.1%，较2018年的80.8%提升了0.3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
本，略低于2018年的4.67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
较2018年的3.32本减少了0.48本。

B 城乡居民阅读差异明显

C 人们并非越来越不爱看纸质书

A 更多读者倾向手机阅读

今天的读者，有海量图书可供尽情阅读，但也会面临许多诱惑而分心。但是，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方式，
纸书也好、手机也罢，只要你读，就是读者；只要你读完了一本书，中国就少了一个不读书的人，国民阅读量就
会因你而提升。虽然微不足道，但每个人的阅读量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有着惊人的力量。鼓起
热情，做个读者就好。

人均纸质书阅读量4.65本 数字化阅读持续增长

读书，是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在谈
论的话题。

人有丑俊，书有浅深。东汉思想
家王充将当时的书分为三种：作、述、
论。而今天书籍的种类更为繁多，有
经典著作与流行书籍之别，有专业著
作与大众读物之殊，有文字读物与视
频读物之异。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手
机的普及，人类有可能真正实现“知识
的普惠”，任何层次任何形式的书籍都
能轻易得到。地铁里、公交上、休息
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低头一族”。

不 过 ，这 种 情 况 让 人“ 亦 喜 亦
忧”——随着知识的日益普及化，知识
也日益浅表化和碎片化。

知识的浅表化不仅在社会大众中
存在，在学术研究中也很普遍。知识
碎片化的情况更为严重。过去获取知
识大多来自于书本，书本上的知识具
有一定的系统性，而且还需要一定的
逻辑证明或事实依据。今天，无论是日
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我们都不必积
累大量的知识，更不必建立自己的知识
结构。只要会“搜索”，无知可以显得有
知，不学也可以显得博学。

长此以往，我们既难以认知哲人
理论体系的深刻严谨，也难以体验诗
人情感的博大崇高，甚至无法感受艺
术 作 品 的 细 腻
美妙。因而，认
识 会 越 来 越 肤
浅，心灵会越来

越荒芜，审美会越来越庸俗。从来不
去碰一碰原创性的经典，我们自己怎
么可能会有原创性？

经典阅读，常常是挑战性阅读。
人类流传下来的伟大经典，还有公认
的名著，这一类经典著作都是挑战性
阅读的读物。一位西方作家曾调侃，
所谓“经典著作”就是人人说好，但人
人不读的那些书籍。

经典不是心灵的“可口可乐”，我
们可以咕噜咕噜地一饮而尽，它们需
要我们不断钻研才能常读常新。倘若
真正读懂了这些经典，你会有一种

“一览众山小”的豁然。可惜，有
“会当凌绝顶”雄心的人很多，但最
后实现“凌绝顶”志向的人极少。弃
难图易是人的天性，笔者也是如此：只
要能读消遣读物就不读经典，只要能
读中文就不想读英文，只要能读现代
文学就不想读古代文学，只要看电视
就不想读书……可是，人与人拉开差
距的关键，大多不是智力的高下，而是
毅力与恒心的大小。

客观来说，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拒
绝网络阅读占据大量阅读时间的现
实。但在互联网空间，可不可以也飘
着一缕书香？其实，不同的阅读和思
考习惯，短时间内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时间一长就出现天差地别：有的才华
出众，有的“泯然众人”。你自己选择
了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你就为自己选
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戴建业）

4 月 22 日，读者
在西安嘉汇汉唐书城
选购、阅读各类书籍。

今天是第 25 个
世界读书日，西安嘉
汇汉唐书城在本月开
展“书山有路·聚爱汉
唐”品牌公益活动，号
召读者为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捐献图书。并
在今天开启名家分
享、好书推荐、阅读互
动等线上活动，与读
者共品书香。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点 评

阅读习惯决定人生选择

本报讯（王昕 王赫）4月 21日，陕西省发展改革委
明确，境外来陕返陕的中国公民或外国公民进行核酸检
测时的多项收费标准，其中，核酸检测费用标准为50元/
人·次+核酸检测试剂费，而对于使用政府调拨、捐赠的
免费试剂不得收费。

陕西省疾控机构依照法定职责、相关规定和检测开
展资质要求，在对境外来陕返陕的中国公民或外国公民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时，收取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费，检测费用标准为 50元/
人·次+核酸检测试剂费。核酸
检测试剂费按购进价收取，对于
使用通过政府调拨、捐赠等形式
获得的免费试剂不得收费。同
时，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费，
检测项目包括 IgG和 IgM。单项
检测 IgG或 IgM时，检测费用标
准为 25元/人·次+抗体检测试剂

费；如果同时检测 IgG和 IgM时，检测费用标准为 35元/
人·次+抗体检测试剂费。抗体检测试剂费按购进价收
取，对于使用通过政府调拨、捐赠等形式获得的免费试
剂不得收费。

省发改委要求收费单位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
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并在收
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该规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临时价
格措施，疫情结束自行废止。

除此之外，同日，天猫联合阿里健康及合作伙伴推
出新冠核酸检测预约服务，首批上线西安、北京、杭州、上
海、广州、成都、南京、深圳、温州、济南10个城市。合作伙
伴有美年大健康天猫旗舰店、迪安健检天猫旗舰店等。

据了解，整个过程只需 3步：1. 在淘宝 APP输入
“新冠核酸检测”，进入对应页面，选择购买及预约检
测服务；2. 到店完成采样；3. 24小时内收到电子检测
报告。

本报讯（张维）4月 21日，为了解西安市民
在疫情期间的阅读倾向，西安市统计局在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利用网络调查方式，对 605名市
民开展了疫情期间市民阅读状况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疫情期间，市民的阅读热情普遍提升，七
成受访市民表示在疫情期间阅读时间比平时有
所增加。

当当数据显示，2019年西安人最爱的图书，

前三名分别是《人间失格》《活着》《正面管教》。
其中前两本属于小说，最后一本隶属亲子、家教
类。经典名著仍是最受读者青睐的图书类别。

受疫情影响，人们在家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加
充裕，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渴望，使疫情期间市民
阅读时间表现出普遍增加的态势。七成受访市
民疫情期间阅读时间有所增加，近八成受访市民
每天阅读时间超过 1小时。随着防疫工作的逐

步深入，市民对疫情有关的内容表现出热切关
注，约半数受访市民花在疫情相关内容上的阅读
时间更多。最受关注的阅读内容是时事新闻
类。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受访市民阅读的主
要内容中，选择“时事新闻类”所占比重为
84.5%，远高于选择其他内容市民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有 32674家图书类企
业，其中西安23500家，占比超七成。

西安开展疫情期间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新闻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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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来陕返陕人员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明确
西安市民可线上预约新冠核酸检测 24小时内收到报告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钟梦哲）4月22日，西安市委宣传部、西

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扎实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全面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重点介绍
西安市中心城区交通优化提升相关工作。

今年西安市将分类实施一系列交通优化提升项
目，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感，实施3类示范引领：创建
交通优化提升示范点、示范段、示范区，如立体自行车
停车示范点、完整街道及交通秩序示范段、曲江旅游
交通示范区等。

西安将实施6大亮点工程：构建校园周边安全上
学路、打通慢行专用“启航通道”、建设西安首条自行
车专用路（从高新到曲江）、试点“开放小区”建设、搭建
基于MaaS（出行即服务）的公交出行平台、推行西安市
居民绿色出行积分制。除此之外，西安还将开展9个专
项行动：开展拥堵点治理、在建项目施工围挡整治、背
街小巷提升改造、公共停车场建设、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整治、绿道建设、常规公交线网优化、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整治、绿色出行宣传教育。

本报讯（赵杨博）为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猎
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行为，有效防范重大公共
卫生风险，西安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4月17日表决通过《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
生动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细化了禁止非法猎捕、交易和食用野
生动物的范围。同时，禁止网络交易平台、商品
交易市场、餐饮等交易场所以及运输、仓储、快递
等经营者，为非法交易、运输、利用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提供服务。

各级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为《决定》的实
施提供相应保障，落实有关补偿政策，支持、指
导、帮助受影响的养殖户和从业者调整、转变生
产经营活动。

西
安
将
建
首
条
自
行
车
专
用
路

推
行
居
民
绿
色
出
行
积
分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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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全 面 禁 止 非 法
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