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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书 香 溢 满 高 原
——我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一瞥

本报记者 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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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古至

今，读书、爱书、惜书为世人所推崇，人们

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素

质，推动社会进步。当前，我们要在关注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精神文

明建设。

温馨四月，书韵飘香。4 月 23 日是

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在高原的各个角落

里，读书成为了一项风靡高原的活动。

自治区图书馆里，痴迷西藏文化的

游客王守正正在翻找着与西藏民间歌舞

相关的书籍；

在拉萨八廓北街的五明书城里，一

位市民正捧着书全神贯注、沉浸其中；

在万达广场的“央喜书吧”里，市民

顿珠选购着书籍；

……

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次旦普赤告诉

记者：“从目前我区阅读形势和未来的趋

势来看，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常

态性的活动，我们正大踏步走进全民阅

读新时代！”

实体书店热度不减

周末的午后，记者走进自治区图书

馆的少儿阅读室，小朋友们手捧着自己

喜欢的读物，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不时

与身边的父母交流。

市民德吉白央总会带着他上三年级

的儿子旦增到图书馆里读一会儿书。“我

喜欢这样的氛围，很容易让人静下心来

读一本好书。”旦增说，“书里有很多知

识，有很多是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的，我

觉得很有意思。”

图书馆里不仅有儿童图书、刊物和

报纸，还有少儿阅览室，为少年儿童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丰富着孩子们

的课余文化生活。在这里，孩子们还可

以在电子阅览室，用电脑阅读自己喜欢

的电子图书，或者在“VR 虚拟现实体验

区”进行电子虚拟现实体验活动。

八廓街新华书店被人们称为“最美

新华书店”，也常常是游客光顾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看到《拉萨掌故》《藏地风

俗》等和西藏有关的数千种书籍及各种

教辅书籍和课外读物。

拉萨五明书城坐落在八廓北街的一

条小巷里，这家藏式风格书城，销售的图

书涵盖了医学、法律、旅游、文学、宗教等

方面，有些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书籍在这

里都可以找到。

这家书城的店长巴桑说，这是西藏

最大的私人藏文书店，和藏文相关的各

类书籍特别齐全，现在有 6000多种书籍，

最多的时候上万种。

随着社区书屋、职工书屋、军营书

屋、校园图书角、阅报栏等基础设施规

模、数量不断增加，内容资源和设备不断

升 级 ，全 民 阅 读 公 共 服 务 网 络 初 具 规

模。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资源有效整合，拓展阅读功能，

城市书吧等新型阅读空间建设也在不断

推进，社会各界参与全民阅读的积极性

与日俱增，民间公益阅读推广组织蓬勃

兴起，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为

全民阅读实现常态化、普及化和均等化

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 民 阅 读 新 时 代 是 一 个 怎 样 的 时

代？简而言之，就是人人喜欢阅读、崇尚

阅读、把阅读作为生活方式的时代，是一

个优质出版物供给更加丰富的时代，是

社会基础阅读设施更加完善的时代，是

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

风尚的时代。

数字阅读带来新体验

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方式更加多元

化，从纸质阅读到电子书阅读，从读书到

读屏，阅读方式也不断翻新。

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发展，消费者

在购书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数字阅读

也逐渐成为当下众多年轻人的阅读习

惯。“当当、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我经

常从这几个网站买书读。”拉萨市达孜区

政府工作人员普布德吉告诉记者，“去

年 ，我 从 网 上 买 了 价 值 1000 多 元 的 书

籍。”

近年来，微信等手机读书软件频频

刷爆朋友圈，越来越多的读者用“微信读

书”、手机 app 等阅读、听书，将社交完美

融合进阅读行为。

从阅读形式上看，2021 年，我国有

45.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

书阅读”，这一数字比 2020年更高。中青

年 群 体 成 为 数 字 化 阅 读 的 主 体 。 有

77.4% 的 成 年 国 民 进 行 过 手 机 阅 读 ，

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

山南市隆子县工作人员桑杰说，用

微信读书软件阅读很方便，进入微信书

城可以选择推荐专题、热门推荐、限时免

费等板块，每本书的详情页面均显示针

对该书的精彩点评，为用户选择提供参

考。个人觉得阅读体验较好，时长换书

币以及买一赠一的活动，非常促进用户

阅读书籍，一周阅读一本书，基本不用额

外花钱。微信好友排行榜能够激起人们

阅读的动力，在微信读书里可以和好友

交流感想、分享书籍。

“平时工作十分繁忙，这样的方式可

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获取信息和

知识，我很喜欢。”热衷于电子阅读的桑

杰说。

亲子阅读伴成长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注重起

亲子阅读。在城东的一家绘本馆，记者

见到不少年轻的父母正带着孩子选购绘

本。“白天要忙工作，每晚临睡前一小时

是我跟儿子难得的独处时光，我们一起

读绘本，既增长了见识，也增进了我们的

亲子关系。”正在选购绘本的市民德央告

诉记者。

最爱读书是少年郎。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显示，未成年读书的意愿明显高于

成年国民，且在持续增长。

从阅读时间上看，2021 年，我国成

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比 2020 年增

长一分钟，达到 21.05 分钟，但仍不敌人

均 每 天 101.12 分 钟 的 手 机 接 触 时 长 。

调查还显示，2021 年，我国 0 至 17 周岁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3.9%，人均图

书阅读量为 10.93 本，未成年人阅读情

况继续向好。

一个人如果在中小学阶段能够培养

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可能会受益一生。

梁 启 超 讲 过 ：一 个 人 总 要 养 成 读 书 兴

味。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围绕着分

数、升学，这个“指挥棒”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占用了。加上网络对阅读的侵蚀，我

们与真正的阅读渐行渐远。

“亲子阅读是一个很好的启蒙方式，

以前只会觉得读书就是孩子的事情，后

来我跟着女儿从一本故事书开始慢慢养

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现在我们家人都

在我们两个影响下有了看书的好习惯，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让阅

读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第一位老师，也

是我们父女之间共同进步的阶梯。”拉萨

市塔玛乡居民次仁扎西说。

让我们在春天里相约，一起走进书的

世界，把阅读活动作为一次新的耕耘与播

种，让我们的双眼因为阅读而闪亮，让我

们的内心因为阅读而充实，让我们的人生

因为阅读而厚重，让我们的每一天因为阅

读而变得更加美好，让阅读伴我们成长、

伴我们前行，让书香溢满雪域高原。

在这个快节奏、碎片化信息裹挟的互

联网时代，你还会静下来安静地细读一本

书吗？

现在，人们可以从微信、微博、客户端

等新媒介获取各种信息。校园阅读、家庭

阅读是推动青少年阅读，提高学生综合文

化素质的有效途径，帮助我们从小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书可

读、有梦可追。

拉萨中学高二（1 班）的央吉拉姆说：

“浅阅读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知

识，但很难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文字特有的

魅力。相较于电子书，我更喜欢翻阅纸质

书的那种感觉，能让人慢慢沉下心来。”

央吉拉姆表示，阅读就像白岩松曾经

说过的那样，“真正使阅读成为一种深刻

而愉悦的体验的，是你从中找到了自己，

塑造了自己；而每一本在你心中值得阅读

和记住的好书，都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

你更期待的那个自己。阅读的滋养不是

一朝一夕，而是岁月慢慢积淀，是由内而

发的魅力和气质。”平常央吉拉姆在学校

利用学校图书馆、班级图书角、晨读比赛、

经典诗词朗诵大赛等平台，经常性地开展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课外

精神文化生活。家庭阅读、亲子阅读，对

培育家人阅读习惯，树立读书家风，增进

密切亲子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

平日里除了学校课本外，央吉拉姆也喜欢阅读《读者》，她说：“里边的文

章涉及范围很广，人文、情怀、艺术、历史、科普……这本书里涉及的知识面也

很广，大部分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我们的阅读模

式从纸质阅读逐渐转化为手机阅读、数字阅读。

央吉拉姆不仅喜欢阅读，也很喜欢写作，她的文字有种温暖人心的力

量。“初读《伊斯坦布尔假期》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读毕关上书页的那一

刹那，我能感受愉悦，就好像在书里遇见另一个自己。”她说。

“我要感谢书本，因为它还教会了我用鼻息嗅到空气中那种阳光的香味，

用耳朵听见桃花树下的虫鸣，让我知道自己那颗热烈而自由的心仍在跳动，

有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央吉拉姆说。

一杯香茗，一卷书，偷得半日闲散；

一抹斜阳，一壶茶，愿求半世逍遥。现今

社会，读书对于很多人的生活变得越来

越重要，而各种阅读习惯也因人而异。

“人的生活轨迹是相对单一的。那

么，多看书就会让自己感受大千世界的

奇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充实。”拉萨市

萌升老年教育学员丹珍对读书是这样认

知的。

说起自己的阅读习惯，丹珍表示自

己会随着阶段性的喜好不同而有所侧

重，比如最近就很喜欢看纪伯伦的诗，

而之前一段时间小说和哲学方面的会

比 较 看 重 。 对 于 买 书 ，她 主 要 还 是 在

书城买得多一些，“很多时候我会先翻

着 看 ，如 果 吸 引 我 ，可 能 就 会 买 回 去

看。”

丹珍表示，因为平常工作比较繁忙，

留给自己看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不过

她认为看书对调节自己的心情有很好的

作用，“平静的状态会让自己放松下来，

而看书是让人平静下来的最好办法。”

“我看书很慢，经常一本书需要看 3

个月左右，都是逐字逐句地看，我觉得读

书不在于多久读完一本书，而在于多久

读精一本书。”目前，丹珍家中藏书有 100

余本。

说到看书的类别，人物传记、社科类

和历史题材的是她喜欢看的类别，在丹

珍看来，历史和传记类的书是在讲别人

的故事，而看别人的经历会映射出自己

的人生经历，这就会学到不少人生经验，

“比如二战时期的很多名人，抛开战争不

谈，他们的人生哲学有很多值得我们深

思的。”

因为关注时政，社科类的书也很受

丹珍关注。“前段时间，有关中国海权的

新闻比较多，我就买了《大国海权》和《大

国航母》这两本书，希望从不同角度去理

解一下现状。我觉得现在人们对读书的

要求提高了，不仅对书的内容有要求，对

读书的环境更是有所要求，虽然现在可

以手机看书，但是我认为真正喜欢阅读

的人更会选择纸质版的书，而且到这样

一个环境里去，更容易让大家沉浸到书

的文字里，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丹

珍看来，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中，知识

的更新换代对每个人都提出要求，而阅

读能够让人的知识储备量更多一点，个

人的欲望会更少一些，幸福感会更强一

些。

相对于买书，借阅也是丹珍平日生

活里较多的选项之一。“因为借阅的选择

性 会 比 较 大 ，也 能 够 看 到 更 多 喜 欢 的

书。看书对自身来说是有很多辅助提升

的效果，比如可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

眼界之类。”丹珍说。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成才成长的

重 要 途 径 ，是 提 高 国 民 素 质 的 重 要 渠

道。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全民阅读

活动，作为离退休的普通群众，丹珍先

后 参 加 了 西 藏 老 年 阅 读 活 动“ 书 香 西

藏”诗歌朗诵会、读党史诵经典活动、极

地杯演讲比赛等活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次珍）春暖花开季，正是读书时。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天，带着太阳雨志愿者美好祝福的 1000 本爱心书籍，通过物流发往位于

雪域高原的山南市错那县曲卓木完全小学“胡永飞爱心书屋”。

“虽然扬州与错那相隔万里，但西藏孩子们牵动着志愿者的心。我们希

望借此书屋传承英雄精神、用书籍凝聚爱心。”太阳雨志愿者蒋宽广介绍。本

批次捐赠的爱心图书共有 1000 册，价值 2.23 万元，全部是适合幼儿园和小学

生的阅读书籍。书籍种类十分丰富，有适合低年级孩子们阅读的童话故事、

注音绘本，也有适合高年级孩子阅读的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经典等，有

学习辅导、科幻读本，还有少儿文学、音乐、世界历史……能够满足孩子们的

阅读需求。

89 名太阳雨志愿者以及太阳雨小志愿者服务队、高邮团队认捐了本批次

图书购置、物流运输的费用。

“胡永飞爱心书屋”是扬州太阳雨爱心志愿者团队在扬州籍烈士胡永飞

生前所在地错那县的公益志愿项目，旨在给西藏当地小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环境和多元化阅读材料，开阔视野，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目标，鼓励孩

子们通过阅读拥抱更为精彩的人生，建设美丽的新西藏。

据悉，第一个爱心书屋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在觉拉完全小学挂牌，太阳雨

志愿者捐赠了价值 2.71 万元、1465 本适合小学生的阅读书籍；第二个爱心书

屋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在曲卓木完全小学挂牌，太阳雨志愿者团队还发放 7 万

元助学金和奖学金。

本报拉萨讯（记者 次珍）为深入开展“书香西藏·全面阅读”工作，提升公

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4 月 23 日，自治区新华书店以“倡导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西藏”为主题，“世界读书日”当天，举办新华书店万店大联展

及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免费赠阅活动。

一大早，自治区新华书店门前人头攒动，市民们争相选购自己喜爱的图

书。市民尼玛次仁选购了 5 本书，尼玛次仁说：“我从上次就一直很想买这些

书的，刚好今天不仅价格实惠还可以参加免费赠阅活动，非常开心。”

自治区新华书店此次的活动力度大、范围广、图书品种多，为广大读者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当天活动中，自治区新华书

店所属卖场图书 8.5 折让利销售；读者在享受万店大联展 8.5 折购书活动的同

时享受免费赠阅活动；读者关注“雪域新华悦读”公众号即可参加免费赠阅活

动等。

自治区新华书店业务科科长陈芳说：“我店结合自身行业优势，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激发全民读书热情，引领全社会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文明风尚，进一步推动书香西藏建设。”

自治区新华书店通过举办此次全民阅读主题活动，不仅激发了广大读者

的阅读热情，而且推动了西藏全民阅读的进程，为建设和谐美好家园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

扬州志愿者关怀高原孩子阅读

1000本爱心书籍发往错那县

激发读书热情 引领文明风尚

自治区新华书店开展免费赠阅

“ 悦 ” 读 点 亮 生 活
——拉萨市萌升老年教育学员丹珍读书小记

本报记者 次珍

阅读推广

走进社区

为搭建起图书馆与社区互联互

动、交流沟通的平台，共育先进文化，

共同服务群众，自治区图书馆积极推

动阅读推广服务在社区发挥更大的

作用，不仅深化了自治区图书馆“阅

读引领未来”“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的理念，还吸引了广大居民群

众走进图书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在全区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文化氛

围。

图为市民在办理借阅证。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