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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最美人间四月天，

正是读书好时节。

4月 23 日是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4月也

是我国的全民阅读月。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

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

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

提升，人们的阅读方式

悄然发生改变：从纸质

书到电子书，从无声的

文字到有声的语言，从

单一的类型到多样的选

择，丰富多样的阅读方

式带给读者别样乐趣。

与此同时，人民群

众的阅读需求越来越

多样化，城市公共阅读

空间、校园读书热、亲子

阅读热、用耳朵听书等

成为时下阅读新常态。

本期，让我们在全

民阅读的新变化和新常

态中，共感悦读之美，共

品乐读之趣，共享阅读

之益，让书香成为晋中

最美的风景。

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

华。对于很多“60后”而言，读书既给他

们带来无穷的财富，也是他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

“每天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读会儿书，

几十年不变。”“60后”的贾政民总是在办

公桌上摆着一些自己喜欢的历史传记、

经典名著以及哲学等。

他说，小时候书籍资源匮乏，往往

哪个同学手里有一本书，大家总是抢着

看，那时，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红

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这些书

籍，在当年他们年幼的心灵中种下了红

色的种子，激励着他们这一代人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奋斗不息。“如今，我们生活

在一个信息化时代，书籍的海洋浩渺无

垠，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书海中遨

游，汲取各种知识，丰富自己的内心世

界。”贾政民说道。

去年退休后，李桂芳常去的地方之

一就是图书馆。她告诉记者：“以前上班

总是忙，现在退休后有了自己的时间，只

要没有特殊事情，我总是 8 点半出门，9

点来到图书馆看一会儿书，就到附近公

园走走，非常惬意。”

李桂芳很喜欢看社科类、艺术类、

养生类图书，她除了按照喜好买一些

外，大部分时候借助图书馆的公共资

源，有时候到图书馆看，遇到喜欢的则

借几本回去看。她说：“现在的图书种

类很多，社科类书籍让我更加深入地了

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迁，能拓宽我的视

野；艺术类书籍让我感受到了美的力

量，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科技类书籍

则让我领略到了人类智慧的结晶，让我

对未来充满想象。当然，面对浩如烟海

的书籍，我们也要学会选择，要选择那

些能够启迪心灵、提升素养的书籍，避

免陷入信息的泥沼。同时，我们还要保

持对知识的敬畏之心，通过读书不断追

求真理，汲取营养。”

（闫淑娟）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许多“70 后”“80

后”依然对纸质书籍保有深厚感情与热忱。他们

阅读范围广泛。包括文学经典、科普读物、历史传

记、哲学思考等。每一本实体书都是他们精神探

索的载体，承载着梦想与追求。

喜爱读书的“70后”市民张小丽回顾自己的阅

读历程时，笑容满面。她生长于改革开放初期，当

时书籍是她认知世界、塑造自我的关键途径。每当

新学期课本发放，尽管纸张略显粗糙，但她视之为

知识的宝库，悉心研读，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知识点。

随着年岁的增长，张小丽的阅读视野逐渐拓

宽，图书馆成为她获取知识的新天地。从文学名

著到科普读物，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散文，每一本书

都犹如开启新世界的钥匙，带她领略不同的思想

风景。尤为难忘的是初遇《红楼梦》的经历，这部

厚重的文学巨著以其鲜活人物与纷繁情节深深吸

引了她，令她沉醉其中，忘却时光流转。

1985年出生的李强，同样对文学经典情有独

钟，尤喜《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面对社会

发展与科技进步，他开始涉足科普读物，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阅读是个人成长道路上不

可或缺的良伴，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尽管身处数字化时代，“70后”“80后”这一群

体仍坚守对纸质书籍的热爱。通过阅读各类书

籍，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实现精神世界的丰盈与

升华。 （张凯鹏）

二十一世纪，人们的阅读方

式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电

子化阅读渐成新风尚，电子书与

网上图书馆等新兴模式亦如雨后

春笋般蓬勃兴起。

今年30岁的李晶，自幼痴迷

阅读。然而，工作的繁忙使她难

以抽身前往图书馆借阅纸质书

籍。此时，电子书宛如一位忠实

的伙伴，走进了她的生活。电子

书的便利性，使她能够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尽情遨游于书海之

中。李晶由衷地感叹道：“与传统

纸质书相比，电子书的便捷性让

我博览群书，知识面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拓展。忙碌的工作不再是

我阅读的阻碍，反而让我更加珍

惜每一个阅读的瞬间，享受其中

的乐趣。”

18 岁的马千然，在网上图书

馆寻觅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知识

沃土。她对网上图书馆中的各类

书籍充满兴趣，无论是扣人心弦

的小说，还是引人入胜的科普读

物，都成为她知识宝库中的珍

宝。网上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为她

敞开了知识之门，她的视野也因

此得到极大拓展。马千然兴奋地

表示：“通过网上图书馆，我接触

到了无数以往难以寻觅的优秀作

品，这对我而言犹如春雨甘霖，为

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李晶和马千然的经历，只是

众多“ 90 后”“00 后”的一个典型

缩影。他们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年

轻一代对多元化阅读方式的热爱

与追捧。无论阅读方式如何改

变，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与追寻永

远矢志不渝。

（马永红）

书香萦绕的晋中，不仅拥有多元化的城市书

房，还引入了充满“科技感”的现代化图书馆与各类

精致书店，为读者打造了沉浸式阅读与惬意休憩的

双重体验。每逢周末及节假日，市图书馆人潮涌

动，成为学生与市民热衷的“网红打卡地”。馆内明

亮开阔，书籍琳琅满目，读者们专注其中，尽享知识

海洋的魅力。

就读五年级的邓怡然，居住于市城区天河园中

园，每逢周末便会来此畅游书海，她表示：“从家到市

图书馆只需短短十分钟，这个阅读空间极大地丰富

了我的课外阅读生活。”

晋中的阅读空间如珍珠般点缀于城市的每个角

落。位于龙湖大街的樊登书店，以其丰富的书籍资

源、静谧宜人的阅读环境，以及贴心设立的茶水休息

区，吸引了众多读者。在此，人们手捧心仪书籍，品

茗阅读，悠享闲暇。书店还不定期举办阅读分享会、

亲子阅读会等多元文化活动，让阅读时光更加丰富

多彩。

平遥县法院小区的郭先生每日携子光临家门口

的兰亭书社，对这里的安静环境、海量藏书赞不绝

口。该书社提供借阅、阅览等服务，深受周边居民与

学生的喜爱。工作人员表示，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书

社便成为孩子们的阅读乐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令家

长安心且欣慰。

晋中，十步之内，书香四溢；百步之遥，阅读触手

可及。城市书房如同珍珠般镶嵌于大街小巷，阅读

已深深融入晋中市民的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幸福源泉。 （武玲芳）

“今天陪孩子读完一部绘本，她对里面的故

事很感兴趣。”宝妈张一帆是一位 3 岁孩子的母

亲，她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与女儿波妞一起读书的

体会。“坚持每天陪孩子读书半小时”成为她们家

庭的新常态。

“自孩子出生后，我就开始购买各类绘本，如

布书、洞洞书、触摸书、贴纸书等，有的书已翻阅

了上百次。”在张一帆看来，书是孩子认识世界的

重要桥梁。为了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她每天

坚持与孩子一起阅读书籍，并在客厅里打造出一

个阅读角，还在墙面上贴着阅读打卡表，记录着

一家人看书的时间和进度。

让张一帆欣慰的是，通过亲子共读，女儿波

妞养成了每日阅读的好习惯，不仅语言表达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提升，亲子关系也更加亲

密。她说：“亲子共读不仅是一项家庭活动，更是

一种有益的教育方式。”

除了在家中共读外，图书馆、绘本馆也成为

家长陪孩子阅读的好去处。市民姜雪梅经常带

孩子去绘本馆、图书馆参加亲子共读活动，也会

在节假日陪孩子到图书馆读绘本。在她看来，亲

子阅读最大的难题在于选书难、买书贵。然而，

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满足了孩子的阅读需求，温馨

安静的氛围更有助于孩子静下心来阅读。

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方面，姜雪梅也有自己

的思考：“首先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并且在阅读的

时候尽可能声情并茂，阅读过程中，家长可以提

出问题，询问孩子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

的看法，通过互动交流，增进亲子感情。”

姜雪梅强调，作为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做

孩子阅读的榜样，她说：“当家长拿起书本读书时，

孩子会跟着学，阅读兴趣慢慢就培养起来了。”

（李娟）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一种新型阅读

方式——“听书”，正以其独特魅力悄然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年轻父母如“90后”

宝妈吴玉，还是年长者如68岁的庞变香，都

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拥抱“听书”，以此填补时

间缝隙，高效获取知识与娱乐。

吴玉在厨房忙碌时，会借助手机音频

App收听育儿知识，将原本难以挤出的大块

阅读时间巧妙转化为碎片化的听书时刻。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公交车站、家务现场、床

头灯下，城市各处都有人沉浸在音频的世

界，通过听书充实自我，享受片刻的宁静与

愉悦。

听书的魅力并不仅限于年轻人。对于

视力衰退的庞变香而言，听书成为其获取信

息的重要途径。她在独自做家务时，常伴着

养生知识或小说的音频度过，既消解了孤

单，又增长了见识。为了让母亲能更方便地

听书，儿女们特意为其下载了喜马拉雅等专

业音频平台，丰富的资源库满足了庞变香多

元的听书需求。

面对公众对听书日益高涨的热情，出

版业、图书馆及各类音频平台迅速响应，积

极提供优质听书资源，构建起丰富多元的

听书生态。以市图书馆为例，他们运用高

科技手段打造“有声听书墙”，馆内各层服

务台均有设置，同时在市内公共事业单位、

公园、居民小区等地布设二维码展板，市民

只需扫码即可随时随地聆听各类书籍。从

文学名著、国学经典，到名人传记、养生保

健，再到红色经典、儿童文学，听书墙内的

资源种类繁多，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兴

趣爱好的读者需求。

听书，作为一种创新阅读方式，凭借其

便捷性、灵活性与广泛的内容覆盖，成功融

入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它打破了传统阅读

的空间与时间限制，让人们在忙碌之余仍能

持续学习，享受阅读的乐趣，无疑为个体的

知识积累与精神滋养开辟了新路径。

（张颖）

阅读内容更丰富“60后”谈：

阅读方式更多元

“70后”“80后”谈：

阅读种类更多样

“90 后”“00后”谈：

城市处处飘书香

“听书”成为新姿态

亲子共读乐趣多

阅阅读读滋滋养养心心灵灵,,书书香香引引领领成成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