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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袁全）
图书编辑朱利伟是北京地铁高峰时段千万
通勤者之一，当她在拥挤喧嚣的车厢里举起
手机，将镜头聚焦在和她一样的地铁读书人
身上时，一道独特的阅读风景为我们展现
出来。
　　四年间，朱利伟的相册“北京地铁上的读
书人”已有 2100 多张照片，都是她在每天乘
坐地铁上班这一个小时的通勤路上拍摄的。
她把相片分享在豆瓣网上，吸引了近 20 万
次点击量。

“阅读之光”照亮车厢

　　对不少人来说，挤在早高峰的北京地铁
上是一天中十分难熬的时光。朱利伟起初也
是这样认为的，直到 2018 年一个隆冬的早
晨。那一天，身穿臃肿外套的上班族把地铁车
厢塞得满满当当，朱利伟却发现有位乘客正
在读一本经济学论著，一边读一边用笔写写
画画。
　　“他拿着那本书，似乎全身在发光，吸引
着我。让我注意到：哇！有人在看书！”这束光
让她久久不能忘却，她决定用手机把这一束
束光收集起来。
　　当她开始留心寻找时，竟发现几乎每天
都能在地铁上看到读书人的身影。
　　她拍到的照片都很有趣——— 一名男子
在喧闹的车厢中撑开一个马扎儿，坐下来津
津有味地读一本科学书籍；一位戴着眼镜、
头发灰白的老者在车厢里朗读一本中学生
的英语杂志；一位红唇、美甲的摩登女郎，从
皮 包 里 拿 出 了 一 本 厚 厚 的《战 争 与 和
平》……

地铁阅读成网络热门话题

　　随着朱利伟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
播，地铁阅读一度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她的
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她也出镜拍摄了纪
录片，在知名视频网站上拥有数百万的点
击量。
　　有网友说，在朱利伟的镜头里，地铁俨
然成了“一座流动的地下图书馆”。有人说，
每天看她的照片就像“追剧一样着迷”。还
有网友说，她的照片让人“心生暖意”，并

“受到激励”，从而也“加入地铁阅读的行
列”。有一位读者甚至在她的一张照片中认
出了自己。
　　朱利伟的相册也吸引了照片之外的读
书人。有网友留言说，“仿佛看到了每日上
下班的自己”；“选择搭地铁上班，就是为了
空出通勤时间用来读书”；“养成通勤路上
看书的习惯真好”。
　　“有些相册下的留言，像是说给留言者
自己听的：他们告诉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
放弃阅读，鼓励自己像相册中人一样，‘坚
守自己内心的明月’。”朱利伟说。
　　这位 37 岁的图书编辑甚至收获了职
业上的满足：“在几乎人人低头刷屏的时
代，那些地铁上的读书人正在用自己的阅
读行为悄悄奖赏做书人。”
　　即使在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暴发
后，地铁里的阅读氛围依然很浓。
　　“戴着口罩和手套，但不妨碍人们打开
书本，充实自己。”朱利伟说，“阅读可能是这
些地铁读书人获得精神免疫的一种方式。”
　　朱利伟很少与她遇到的读书人交流，
生怕打扰他们。她也非常注意保护读书人
的隐私，只拍摄他们的背面、侧脸或者手拿
书的特写。
　　一对夫妇给她留下过深刻印象。两个

人相互依靠，在座位上看着同一本书。朱利
伟说，能够分享阅读的夫妻是多么和谐。
　　她曾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车厢里读

《红楼梦》。她没忍住，上前询问为什么会读
这本书。男子说，他在上中学的女儿正在学
习这部名著，他想和孩子一起重读经典。

“地铁书单”折射大众阅读趋势

　　也许是职业使然，朱利伟每年都会根
据照片做一份“地铁书单”，收录将近
1000 种出现在她通勤地铁上的书籍和杂
志。这已成为一些媒体了解大众阅读趋势
的重要参考。她发现出现最多的还是文学
作品，但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
全球化、贸易冲突、经济社会运行等范畴的

图书，如《贸易与理性》《解读中国经济》
等，在地铁上也变得越来越平常。
　　有媒体评价说，朱利伟的书单也是一
个城市的“剖面”，反映了人们的眼界和关
注。朱利伟自己也常从她的书单中收获新
的发现和思考。她甚至能从地铁上出现的
书目感知到“流量”对人们阅读选择的影
响，比如有关短视频推荐或被电视剧改编
的书籍，频繁地成为地铁读物。
　　朱利伟认为，对于好的作品，“流量”
是一种加持。但是她也观察到，地铁上有
些“纯粹是流量助推的低质量读物”，为此
她也感到痛心。“流量涌来，对于如何进行
阅读选择，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
　　一些职业资格考试的指导书，涉及注
册会计师、公务员和外语水平考试等，也
会出现在她的书单中。朱利伟也曾犹豫，
但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些“工具书”纳入书
单。她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当下大城市激烈
的职场竞争，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
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我”。
　　这可能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奋斗经历。
朱利伟出生在山东曲阜的一个村庄，童年
时期，由于物质贫乏，她并没有太多的书可
以读，只有课本。她发奋学习，至今依然可
以脱口而出 30 多年前在学校读过的文
章。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做一名图书编辑，
虽然收入不高，但她非常喜欢，内心踏实。
　　 2019 年，朱利伟获得《新京报》颁发
的年度特别致敬奖，表彰她用地铁阅读照
片来推广阅读。评委说：“在手机垄断着人
们精神生活的当下，拥挤的地铁可能是最
没有仪式感的阅读场所，但朱利伟的照片
提醒我们，阅读如同柴米油盐，都是生活。”
　　“我喜欢拍摄地铁阅读，不是劝人人都
去地铁上读书，而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随
时随地打开一书本，去感受阅读的乐趣。”
朱利伟说。

地 铁 里 的“ 阅 读 之 旅 ”
　　新华社昆明 4 月 24 日电

（记者赵彩琳）这是一座古老的图
书馆，但它并不落后；它地处西南
边陲，但一直站在文化舞台的
中央。
　　位于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
镇的和顺图书馆，诞生于 1928
年。当时，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
们在先进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下，立志在家乡创办图书
馆，启智化愚。
　　 94 岁的乡村图书馆，94 个
春华秋实，9 任馆长，13 万册藏
书，全年开放。
　　图书馆二楼有一个黑色的书
籍目录柜，柜子由 20 个方方正
正的小抽屉组成，是建馆初期使
用的第一代图书检索工具。拉开
上面的小抽屉，还能看到历届图
书馆人亲手制作的 1.5 万余张图
书目录卡片，上面用清秀的字迹
写着图书编号、书名、作者、出版
社、出版时间等基本信息。
　　“1997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图书馆工作。工作以来，我大概参
与制作了近 1 万张目录卡片。”
和顺图书馆现任副馆长尹以耀
说，2010 年以后，图书目录柜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昔日的纪
念，不再承担图书检索的功能。
　　和顺常住人口不足 8000
人，却有近 3000 人办理了借书
证，这在乡村尤其是偏远的西南
乡村实属罕见。
　　和顺图书馆现任馆长寸宇是
土生土长的和顺人，曾祖父是和
顺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他说：

“我 9 岁就有了第一本借书证，
我还记得借的第一本书是三毛的

《撒哈拉的故事》。”
　　那时候，由于担心保管不善
损坏书籍，图书馆不允许六年级
以下的小学生单独去借书，9 岁
的寸宇为此还大哭了一场。后来
由父亲作担保，才借到了书。
　　从手写的图书目录检索卡
片，到现代化的图书馆检索系统；
从几平方米的阅读社发展到占地 6000 余平方米的现代
化乡村图书馆；从纸质书到移动电子阅读终端；从仅提供
书籍借阅的传统图书馆，到集旅游、文博、公共文化服务
于一体，且全年向社会开放的综合性、多功能公共图书
馆，和顺图书馆日新月异向前发展，每年进馆人数超过
50 万人次。
　　 94 年过去了，和顺图书馆也有许多不变的坚守，比
如以免费开放和利用为主的办馆理念，以读者为中心、读
者来源不设壁垒的管理要求，还有一代代和顺图书馆人
对书籍的执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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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
式，更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
　　今年世界读书日当天，北京发动全市阅读空间、实体
书店、发行单位等相关机构及数字阅读平台进行阅读联
动，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2000 余场。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修身养志，增长才干。我们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阅读
中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积极开展好书荐
读活动，形成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
巡视员王野霏说。
　　参与此次全民阅读大会名家荐书活动的学者孙万勇
说：“日益优化的图书品种结构、不断涌现的原创精品佳
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我会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讲好党的故事，阐释好党的
创新理论，带动越来越多人投入阅读的世界。”
　　认真学习贺信后，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对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
读，健康成长”印象深刻。
　　近年来，清华附小致力于打造有角落、有故事、有趣
味的图书馆式“书香校园”，开展了“大手拉小手，同伴共
阅读”“名家进校园”等一系列精彩的阅读活动。“我们将
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继续带领学生感受阅读的魅力，引
导他们在阅读中了解传统文化、树立远大理想，让优秀书
籍成为陪伴他们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窦桂梅说。
　　构建书香社会，离不开优质阅读内容供给。新阅读形
式和传播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引领全民阅读
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令我非常振奋，也深觉重任在
肩。”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我们将以有声、动
漫、影视等多元方式拓展阅读体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李平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为我们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创新方式
方法，开展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切实发挥主题出版
的思想引领和文化支撑作用，推动形成良好的基层阅读
风尚。”
　　随着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书香渐渐飘向中
国的每个角落，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氛围日益浓厚，
书香中国更具魅力。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数字传承文明’的宗旨，
推进数字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等。”湖北中文在线
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嘉说，“我们将以总书记的贺
信精神为指引，继续以鲜活的形式、多样的平台为读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为建设书香中国、文化强国贡献
力量。”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 4 月 20 日，坪坦乡中心小学学生在坪坦书屋里看书。 新华社记者陈振海摄

湖南侗乡“坪坦书屋”：窗外就是稻田
　　新华社长沙 4 月 23 日电（记者明星、洪
凌、陈振海）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中心
小学有一座木质结构的“坪坦书屋”。开放半
年来，400 多名侗乡儿童把这座书屋当成汲
取知识、畅想未来的天地。
　　记者看到，学生们一出教室，就能与美丽
的坪坦书屋相遇。为了建设书屋，坪坦乡中心
小学校长侯志敏与设计方团队商量，拆除了
操场旁边的一间柴棚。三层楼高的坪坦书屋，
建筑面积 180 平方米，采用侗族建筑传统技
艺营造，两部木楼梯自下而上于顶上“相遇”，
书屋外墙由书架、半透明胶板、玻璃窗组成，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校外的稻田。
　　侯校长介绍，书屋窗外，春天有成排的秧
苗，秋天则是金黄的稻浪，这是来自大自然的
美育。很多人都称“坪坦书屋”为“看得见稻田
的书屋”。
　　今年 10 岁的四年级学生李紫柔，父母
在广东打工，和弟弟、奶奶生活在一起。她对
书屋有个梦想：“很大、很漂亮，里面有很多人
读书，书屋有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外面的风
景。学校这个书屋，大概就是梦想的样子。”
　　坪坦乡中心小学 90% 的学生都是留守
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过去由于缺乏图书馆

等教育设施，孩子回家后，唯一的消遣活动
就是玩手机。如今，他们下课、放学后，要么

在操场上活泼地玩耍，要么三三两两走进
书屋，翻阅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书屋里有社会各界捐赠的 1.3 万册
书籍，孩子们不用办卡借阅，可以随时进来
看书。每个班级轮流值日，自发管理书屋。”
侯志敏说，“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阅读，生
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更需要阅读。建设乡村
图书馆，改变留守儿童阅读缺失的现状，让
阅读照亮乡村孩子的成才路很重要。”
　　坪坦书屋的设计师蔡凌说：“希望作为
公共空间的书屋，激发乡村的活力，成为陪
伴孩子们成长的伙伴。”
　　每天清晨、课间、傍晚，书屋里的孩子
们或席地而坐，或站在书架边，如饥似渴地
阅读。入夜后，书屋的灯光亮起，恍若侗乡
原野的星辰。青年教师吴焕群欣喜地发现，
学生们如今变得爱看书了，阅读量上来了，
课外知识的积累也更丰富了，特别是语文
素养明显提高。
　　李紫柔与同学吴萱是书屋的常客。她
们阅读冰心的散文、泰戈尔的诗歌、爱因斯
坦的传记，也看插图作品和科幻书籍。
　　“看了爱因斯坦的故事后，我现在对科
学很感兴趣。而且阅读对写作文也很有帮
助，我前不久语文考了 90 多分，作文得到
了高分。”李紫柔说。

　　新华社昆明 4 月 23 日电（记者王明玉、
郑博非）在云南省安宁市青龙街道，村民张桂
枝开了一家农资商店，当下正值春耕春播，生
意很是红火。和农资商店一样人来人往的，还
有隔壁的一家名为“乡愁书院”的乡村书店。
　　这是云南第一家乡愁书院，它在 2017
年“世界读书日”那天落成后，已逐步与乡镇
融为一体。街边集市上叫卖声阵阵；书院里，
却别有一番天地。书店里，一面土坯墙、几张
老照片，记录乡村的过往；村民专注地读书、
写字，静享美好时光。
　　“以前一年翻不了几页书，闲时就打牌、
遛弯儿。”张桂枝说，现在一有空就往书院跑，
农忙卖农资、农闲来看书，生活很充实。
　　新华书店安宁分公司负责人孙维媛介
绍，乡愁书院是云南出版集团规划建设的项
目，旨在乡村推广全民阅读。
　　过去，青龙街道的群众买书只能去安宁
市区的书店，来回 60 多公里，一天就两趟公
交。现在，很多人和张桂枝一样，常去附近书
院逛逛、买书。
　　然而书院建成之初，也有过少人问津的
局面。如何才能吸引村民来访？
　　“秘诀在于给村民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引
导他们用知识富起来。”孙维媛介绍，目前书
院 4500 多册图书中，农技类书籍能占到三
分之一。此外，书院还和当地政府一起，通过

送书到村、举办文化活动、开展融入直播等
新兴业态的“阅读+”探索等，让书院受到

更多关注，从而打开局面。
　　自 2017 年开业至今，书院共计到访近

3 万人次。青龙街道党工委委员尹正勇说：
“以乡愁书院为阵地，青龙街道阅读氛围越
来越浓，乡村的精神风貌也越来越好。”
　　有耕有读，乡村振兴的路就越走越宽，
青龙街道养鸡大户杨振荣对此深以为然。
　　“我家关于养鸡的书少说有五六十本，
现在每周末都会去书院看看有没有新书，
两个女儿也喜欢在那看诗集。”杨振荣笑着
说，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看见更大的世
界，将来继续建设家乡。
　　如今，杨振荣的养鸡场和农家乐规模
越做越大，带动周边村子上百位留守老人
养鸡致富。
　　“目前云南已建成 167 家乡愁书院，
还有 24 家正在建设中。”云南新华书店集
团相关负责人杨敏介绍，通过寻找民间匠
人、收藏陈列老物件或少数民族生产生活
用具等方式，书院将聚焦历史文化名镇、民
族边境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再现当
地历史风貌、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立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
　　在西南边陲一条条老街新巷中，缕缕
书香不仅熏陶着一方水土一方人，还将传
承耕读文化，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云南安宁“乡愁书院”：传承耕读文化

▲位于云南省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愁书院（4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明玉摄

  ▲朱利伟拍摄到两位地铁乘客共
同阅读一本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