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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传》

本书讲述了陕北农民洗河
来到西安打工，辗转漂泊中邂
逅了民营老板罗山，从此演绎
出一段段小人物与大世界之间
发人深省的故事。作品承袭了
世情小说、笔记小说和志人小

说的传统，以时间为经，人物与事件为纬，讲述了
1978年至2020年几代进城农民的故事。

新 书 推 介

拓展数字阅读媒介场景 丰富网络文艺表现载体

网络直播读书节目开启阅读新方式

文化
观察

孩子们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了
吗？家庭成为孩子阅读启蒙和兴趣培养的

“摇篮”了吗？学校对孩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起到主阵地作用了吗？《中国儿童青
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新闻发布会
日前在京举行。

据项目组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边玉芳
介绍，项目组于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开
展了 3 至 15 岁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
调研。该调研采取三阶段抽样方法，覆盖了
全国 6 个省（区、市）的 83 个县（市、区），有
118482名学生、236711位家长、1289位幼儿
园园长和6716位中小学语文教师参与调研。

调研发现，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呈现喜
忧参半的现象，孩子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仍有一定的距离。

乡村阅读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一，分布在
广袤乡村的儿童是重要的阅读群体。中国有
14亿人口，8亿人生活在农村，提升乡村儿童的
阅读质量对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促进教育全面
均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是大有裨益的。阅读
能开阔视野、增长才智，更能培养“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气质和“凡事快人一步、高人一筹”的才
干，农村孩子受诸多因素影响，课外书少、阅读
少等现象较为普遍。

要提升全民阅读水平，建设学习型社会，农
村是重点，也是难点。近年来，从兴建农家书
屋，到修建农村校园图书馆，各地不断加大对乡
村阅读资源的投入，农村孩子“无书读”的现状
正逐步好转，但让农村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光
靠“有书读”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社会、家庭
等通力合作。只有各方形成一个完整的保障体
系，乡村儿童阅读才能早日走出困局。

教育是改变命运最好的途径，而阅读是学
好知识的基础，让农村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无疑是开启他们“心智”的最佳方式。一方面，
应在精准供给、优化读物、培养兴趣、后期跟踪
等方面入手，更加注重农村儿童阅读文本挑选
和阅读质量提升；另一方面，通过阅读讲座、
阅读分享会、城乡结对共读、读书竞赛等方式，
激发农村儿童的阅读兴趣，提高农村儿童阅读
质量。

让农村孩子爱上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可
以构建农村孩子成长成才的“快车道”，更有利
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
给农村儿童提供更为优质的阅读服务，送上更
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农村孩子阅读的生命
力，用阅读的力量发展乡村教育、点亮教育之
光，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吴学安）

让阅读开启
农村孩子的“心智”

“古圣泽中华，书香满河洛”“历尽沧桑不老松，
五部巨著半载成”“首论吏圣范仲淹，与时俱进内涵
丰”“著书痴人戴松成，洛阳纸贵励后生”……2024
年元旦前，戴松成五部新书捐赠仪式暨《中华吏圣范
仲淹》出版见面会在伊川县举行，省市县五十余位文
化名人参加活动。

年过八旬的戴松成，是伊川县白沙镇戴堂村人，
曾任人民日报社编辑、中国交通报社副总编辑，现任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戴松成热衷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笔耕不辍，著书立说，2023
年《中华吏圣范仲淹》《白降河走读歌》《文化贵人徐
光春》《伊洛河与两河文明》《百岁老娘生活百景》五
部著作面世。

其中，《伊洛河与两河文明》对伊洛两河悠久历
史、灿烂文化及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解读和艺术再现。《百岁老娘生活
百景》是当代中国家庭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畅享
和谐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改
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福祉。第一个提出

“吏圣范仲淹”这个概念的也是戴松成，《中华吏圣范
仲淹》一书收录了学术性文章数十篇，为这个称呼提
供了翔实充分的论据支撑。《白降河走读歌》记录了
白降河的千年沧桑和百年巨变，一幅幅图画、一首首
歌谣，凝结着对母亲河的真挚爱恋和对家乡的美好
祝福。

戴松成先生向洛阳文化界、伊川县各界捐赠了
五部新书共计六百余册，作为献给家乡的一份新年
文化贺礼。 （宋赞斌 葛高远）

戴松成五部新书赠家乡

河 洛 书 香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张炜）
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该馆 1 月开展“河洛讲
坛”“洛图会客厅”“童悦·故事汇”“夕阳红课堂”等一
系列线上线下活动，丰富读者阅读体验，深入推进全
面阅读。

“河洛讲坛”系列讲座于每周六举行，为读者带
来“走近刘秀——东汉王朝的奠基人”“漫谈魏晋洛
阳城”“母仪天下的东汉皇后”等主题讲座。“洛图会
客厅”包括书法作品展、诗歌诵读会、少儿音乐会等
活动；“童悦·故事会”主要包括儿童绘本阅读、手工
制作体验、英文故事会等活动，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
阅读需求；“夕阳红课堂”包括全民健身、摄影知识培
训等活动，丰富老年读者体验。

此外，市图书馆还将走进多个社区，开展优秀数
字资源进社区、读书会、亲子阅读等推广活动，营造
浓厚的阅读氛围，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营造浓厚氛围
推进全民阅读

★作者：刘涛、张宏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健民的账本》

本书对老党员张健民 41
年的生活账本进行梳理，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人民群众家庭生活的变迁，以
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我就是那块云》

在远方工作、事业刚刚起
步的独生子金阳光，因母亲在
家乡突然大病而改变了一切，
给母亲治病和照料母亲成了头
等大事。举步维艰，他毅然辞
职回家乡照料母亲。不料岳父
又大病袭来，他和妻子克服重

重困难，得到了亲人和社会的无私帮助，终于让母
亲和岳父渐渐康复。本书旨在弘扬年轻人尤其是
独生子养老、敬老、爱老的大义和美德，赞颂他们勇
担当、尽责任的优秀品质。 （本报综合）

★作者：唐益舟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 家 之 言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左志红） 制图 胡昱
优质图书进校园 （新华社发）

读书是直播的新要素与新赛道，助力网络空间治
理是直播读书节目的题中之意与理想愿景。

阅读可以涵养人的浩然之气。直播读书节目通过对
这一效能的继承与弘扬，借读书之美塑造主理人的人格
化传播经验，以开卷有益陶冶用户的行为修养，在净化直
播环境、共创清朗网络空间的层面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老俞闲话》是直播读书节目的旗舰产品，集荐好

书、观行业、品生活、拓视野、讲故事、谈人生于一体，探
索了工具性、专业性、人文性、审美性有机统一的创作
诉求与传播效果，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与内蕴。

毫无疑问，直播读书节目正在成为一种新学习载
体、新社交场景、新生活方式。强化铸根培魂、寓教于
乐、启智增慧的使命担当，成为建设互联网场域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之氛围与风尚的强力引擎，是直播
读书节目持续向上向好的必经之路。同时，推动直播
读书节目繁荣发展，需要每个爱书之人共同参与。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张
蕾 鲁昱晖

书 界 动 态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需家校合力推进
针对3至15岁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的调研报告发布，专家认为——

《《书行者书行者》》节目主理人张蕾节目主理人张蕾（（左左））对话毕飞宇对话毕飞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爱读书”方面——

儿童早期阅读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普及，近七成孩子在6岁
前开始阅读。超七成孩子的年阅读量在10本以下。

在“读好书”方面——

看纸质书仍然是学生最喜欢的阅读方式，听有声书和用手
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正逐渐融入孩子的生活。

幼儿园孩子喜欢的图书类别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图画书、玩
具书和益智游戏类，小学低年级孩子是图画书、科学普及类和手工
制作类，小学高年级孩子是图画书、科学普及类和名家名作/名著
类，初中生是小说类（非名著）、名家名作/名著类和人物传记类。

在“善读书”方面——

84.7%的孩子在整体阅读方面存在困难，排名前三的原

因依次是不知道怎么选书（50.7%）、不知道读书的方法（28.1%）、

缺少可阅读的书籍（22.9%）。

父母的阅读方面——

父母的年阅读量整体偏低，50.6%的父母年阅读量不超过

5本，父母每天的阅读时长以15分钟至30分钟为主（38.2%）。

在家庭阅读资源和阅读环境创设方面——

46.1%的家庭总藏书量在25本及以下，56.3%的家

庭儿童青少年读物数量在25本及以下。家长每年为孩子购买
的儿童青少年读物数量以6至10本为主。

在家庭阅读支持和指导方面——

超七成的家庭开展过亲子阅读，母亲是亲子阅读主要参与

者。88.1%的家长在为孩子选书方面存在困难，近七成家长

报告自己在指导孩子阅读方面存在困难。

在学校阅读活动和环境创设方面——

幼儿园开展比例最高的阅读活动是绘本自由阅读，小学、初
中均是朗诵比赛。

在教师指导阅读方面——

超九成孩子报告教师会指导课外阅读，教师指导课外阅读
的频率越高，孩子的阅读兴趣也越高。

崇尚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网络直播，是数字时
代的新兴业态。近年来，在“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与“加快数
字中国建设”的现实呼唤中，读书与直播实现了双向奔赴。
直播读书节目的兴起，既拓展了数字阅读的媒介场景，也丰
富了网络文艺的表现载体，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重要方式。

现阶段，直播读书节目主要分为五类。
一是专题型，指网络平台自制、拥有固定称谓、以对

话与访谈为核心形式的节目，如《书行者》《老俞闲话》《知
识星期肆》等。

二是节日型，指媒体在特定节点参与打造的节目，如
2023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新华网推出的《读天下阅未来：
悦读悦青春》、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春日阅新正当时》等。

三是个人型，指作家、学者、博主等以分享、演讲、朗读
等方式展开的节目，如“成事不二堂”“凯叔讲故事”“赵健的
读书日记”等账号的相关内容。

四是衍生型，指依托文化 IP 进行的节目，如“豆瓣读
书”“杨澜读书”“十点读书”“全民悦读会”“凤凰网读书”等
品牌不定期推出的相关内容。

五是中介型，指出版社、杂志社等机构以直播形式举办
的新书分享、名作领读、学习讲座、知识普及等活动。

可以说，这些类别的直播读书节目“多点开花”、相互融
合，共创了直播读书节目方兴未艾的当下生态，让读书在直
播情境中焕发了生命力，让直播因阅读濡染而沉淀了宝贵
的审美意蕴。

读好书，是直播读书节目基本的选品标准与审美
自觉。如何定义“好”，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展现，其共
识是具备传承中华文明、凝聚文化认同、丰盈知识结
构、调节生活节奏、观照社会人生、彰显时代风貌等功
效与价值。唯有以读好书为起点，直播读书节目才能
夯实基础，进而创新阅读体验。

进一步而言，直播读书节目改变了传统阅读作为
一项个体活动具有的私密性及排他性，建构了以观点
表述、价值分享、情绪共鸣为连接点的即时互动空间，
开拓了阅读的公共性及社交性，推动了读者向用户的
转化与聚拢，建立了以阅读为黏合剂的虚拟趣缘社
区。“中信读书会”“喜马读书会”“刘润读书会”等直播

间是比较典型的趣缘社区。
《书行者》第一季以“生活主角”为主线，既精选《回

响》《北上》《亲爱的蜜蜂》《西高地行记》《星空与半棵
树》《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坦率》《欢迎来到人间》等
匠心力作，也邀请徐则臣、阿来、陈彦、濮存昕、潘凯雄、
毕飞宇等嘉宾围绕文学与生活的议题展开讨论。在直
播的有限时空里，《书行者》讲述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
呈现作品背后的动人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挖掘作家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成了共识与共情。可以说，

《书行者》以高质量文学作品分享为着力点，以高水平
作家深度访谈为突破口，既定位了节目内容，也提升了
用户的注意力及参与度。

当下，“人间烟火气”是内容生产的“流量密码”，本
质是生产者希望以人文关怀书写民生话语、关切现实
生活。直播读书节目的流行，因为节目是娱乐的新方
式与知识的传送带，更因为能为用户带来情感疏导与
精神慰藉。

一方面，直播读书节目是一种以听觉传播为基石
的信息输送载体，既降低了视觉干扰的可能，也能凸显
内容本身的重要性与伴随性。所以，相较于电商、游戏
等直播传统业务的热闹与喧哗，直播读书节目更偏向在

“润物细无声”中给予用户知识的力量与阅读的美好。

另一方面，人文性是读书类节目与生俱来的根本
属性。直播读书节目对主理人的知识储备及文化底蕴
要求较高，主理人和嘉宾往往会借读书来思考人情冷
暖、观照日常现实，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
心。《赵健书房》第一季以“不关灯的书房、不孤单的思
想”为定位，以读书博主身份“出圈”的主理人赵健先后
与苏童、麦家、岳南、叶兆言、马家辉、王立群等嘉宾一
起，以推广阅读为切入点，探讨生活真相，共叙人生意
义，创建了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谈话场与
互动区。

01 多种类别层出不穷

04 助力网络空间治理

03 带来情感和精神慰藉

02 打造崭新阅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