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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
现，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
一步增强，手机移动阅读成为主要形
式。“数读”比“纸读”更受青睐的背景
下，选择“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的成
年国民不足半数。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
大家不愿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
下，有网友回复：“坐地铁、挤公交，电
子书可以随时读”，也有网友坦言：

“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根本想不
起拿本书读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店
的市场销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
冲击。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
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
售渠道，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
至11.93%，仅占1成多。资深业内人士
三石认为，低价直播模式对实体书店销
售冲击巨大。有业内人士表示，线上图
书价格比线下平均低20%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
从书籍种类、服务质量到环境，都无
法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求。

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
实体书店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往往
靠“图书+X”的运营模式，引入咖啡、
文创、轻餐饮等才能勉强收支平衡，

“多元经营下，一些书店不重视图书
质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有读者告诉记者，带着孩子去书
店选书，发现书品“参差不齐”，甚至
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图书摆放在少
儿图书区。

近年来，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
有的转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
民告诉记者，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

“四大转变”——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
读服务的转变、从卖场到阅读空间的转
变、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转
变、从单一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

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
发起人孙谦说，实体书店可以帮读者
更方便地找到心仪的书，也能成为交
友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具备打造线下
优质社交的优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
含章说，现在不少书店空间美、有个
性，活动丰富、体验超值。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
体书店。“线下场景中，产品、服务与
消费者的接触是直接的。”三石说，实
体书店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书、人与
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
这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今年 1月举办的 2024中国书店
大会以“创新，重塑书店价值”为主
题，鼓励书店创新管理、创新服务、转
变思路。孙谦说，书店经营形态正在

从“以货为本”向“以场为本”进而向
“以人为本”转变。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
上，朵云书院·戏剧店成为戏剧迷们
的“天堂俱乐部”。他们不仅可定期
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书单，还能参加
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剧场”参
加演出。戏剧店提出“创意共生”口
号，孵化原创戏剧，与各类艺术院校
携手变身“产学研”基地，探索根据热
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
热爱的理由。”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说，实体书店
经营不易，一直在努力创新。现在的
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会
场、文苑、客厅……书店运营者集图
书发行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

“三位一体”。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
悄然改变，读书的时间、空间也不断
压缩。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
店？实体书店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
红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
代替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思考：书
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刚刚过去的3月，北京海淀，被誉为
“百万学子大书房”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
张开业。相隔不远，北大老牌书店“风入
松”归来。被称为“爱书人的港湾”的万
圣书园，也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
的图书资源，持续吸引大批读者。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
是书店的灵魂。实体书店可以靠“颜
值”吸引读者，但最终能留住读者的仍
是“内涵”。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副馆

长徐瑞琳表示，图书选品要经过调查、
筛选等，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独有
的“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的政策陆续出台。2023年发布的
《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通知》提出，支持实体书店参与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引导实体
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鼓
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
好活下去，还需更多打造数字化阅读
无法替代的线下沉浸阅读体验，让书
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南开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认为，“即使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所有生
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依然需要与‘附
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
可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在场’体验。”

在三石看来，当下大部分实体书
店零售模式仍是传统的先开店、后进
货、再卖货的模式，即场、货、人模式，而
新的商业模式是先精准获客、其次留
存、然后转化，即人、货、场模式。同时，
实体书店零售和销售方式要从“物以
类聚”向“人以群分”转化。不少受访专
家认为，书店应进一步深入百姓生活
场域，走入街道社区、乡村农家，在进一
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降低运营
成本。“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走向更广
阔的基层，或许可以赋予书店新的发
展契机和生命力。”马瑞洁说。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
不可或缺的精神绿洲。对于爱书人
来说，书店是不灭的理想。”孙谦说。
书店连接着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精
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为宗
旨，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
读者心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史竞男 孙丽萍 白佳丽）

记者23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最高检近日印发了一批检察公益
诉讼助力噪声污染防治典型案例，涉
及机动车“炸街”、广场舞扰民、夜间
违规施工等噪声污染问题。

噪声污染具有瞬时性、流动性等
特点，对调查取证的专业性要求高。
在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机动车“炸街”噪声污染行政公益诉讼
案中，为解决噪声瞬时性取证难题，检
察机关主动邀请环保领域“益心为公”
志愿者专家参与指导调查取证，综合
运用多种手段查明部分区域夜间存在
机动车“炸街”噪声污染的事实，为督促
行政机关开展有效整治提供了依据。

此次发布的案例聚焦群众身边的
噪声污染问题。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
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有关行政机关通过
常态化日常巡查、设置噪声检测设备
等方式，破解困扰群众的广场舞噪声

“老大难”问题。江西省鹰潭市人民检

察院针对建筑行业违规作业、夜间施
工产生的噪声扰民问题，综合运用听
证、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查处违法问题，保障居民正常休息。

据介绍，2023年，最高检专题部
署各级检察机关聚焦老百姓“家门口”
的噪声污染问题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办
案工作。各级检察机关针对工业、建
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领域噪
声污染问题办理公益诉讼940余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入
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以高质效
办案促进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找
准、抓实检察公益诉讼融入服务噪声
污染防治行动的切入点，围绕重点，
加大噪声污染防治公益诉讼办案力
度。同时结合办案，持续推动完善噪
声污染防治体系，更大范围汇集噪声
污染防治合力。 （刘硕）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机动车“炸街”等噪声污染难题如何破解？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这是舟山朱家尖南沙景区内的巨龙沙雕（4月22日摄）。
4月下旬，第二十五届中国舟山国际沙雕节作品在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

南沙景区内创作完成。这是浙江舟山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而呈
现给游客们的特色旅游展示项目之一。

本届沙雕节以“沙绘龙年 山海传说”为主题，通过沙雕这一独特的艺术
形式来展现传统中国龙文化和《山海经》的奇幻传说。

徐昱摄

浙江舟山特色沙雕迎“五一”

数字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如何突围？
数字化时代，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变、网络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

的双重背景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

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关闭与重张之间、变与不变

之间，实体书店的独立价值也被重新审视。

面临多重困境

转型之路怎样走？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