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广告 2024年4月24日 星期三

运城新闻网：www.yunchengdaily.com

中共运城市委主管主办 社址：运城市河东东街3969号 邮政编码：044000 电话：总编室 2233336 发行部 2233450 广告部 2233411 广告许可证：1427014000001 全年报价：528元 运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厂址：运城市老东街116号

● 赵 紫 岑 （ 身 份 证 号 ：
142729199411121822） 2012 年 至
2015 年在运城市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就读，2015 年 7 月毕业，因个
人保管不慎将档案遗失，现声明作
废。

●运城市盐湖区中医医院（信
用 代 码 ：121410044083408776）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遗失《财政票据领
购 证 》（ 编 号 为 ：YCYHCZ-
PJ20170206），现声明该证件作废。

●闻喜县东镇镇上镇村村民委
员会不慎遗失 2021 年 12 月 13 日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54140823ME2761357L 的 基 层 群 众
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孔雅玲坐落于山西省
绛县五四二厂生活一区 50 幢 202 号
幢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绛县房权
证 2013 字 第 FZ04- 0085- 1 号）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众佑诚工程机械
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物料提升机备案
使用登记证书（生产厂家：济南金陆
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编号：晋 MW-
0912、型号：SC120/120、合格证号：
1202020105、出厂日期：2020.09.25、
特 种 设 备 制 造 许 可 证 号 ：
TS2437421- 2020）丢 失 ，现 声 明 作
废。

●不慎将王民娃残疾证（证号：
14270219720215521821）丢失，声明
作废。

●不慎将晋 MXM07 挂（黄）道
路运输证（证号：140829002690）丢
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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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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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仅占一成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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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之路怎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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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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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数字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如何突围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孙丽萍 白佳丽

新华社昆明 4月 23日电 4月 23
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开
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要繁荣、国家
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读书带
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力量。深入学习
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新的文化使
命，要更好发挥阅读的基础性作用，深

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不断拓展阅读的
深度广度，提高全民阅读的质量水平。

与会嘉宾表示，要着眼以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加
强阅读引领，引导人们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著作，多读古今中外经典之作，
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要以

全民阅读推动文明赓续传承，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要推动出版业发展壮大，
倡导纸质阅读、深度阅读，发展数字出
版、数字阅读新业态。要加快形成覆
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加
强全民阅读立法保障，为人们接触书

籍、进入阅读创造良好条件。
本次大会以“共建书香社会 共

享现代文明”为主题，将举办阅读推
广、主题发布和全民阅读大讲堂、春城
书香长廊等活动，旨在持续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进一步在全社会涵育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办

新华社昆明 4 月 23 日电（记 者
王 鹏 字 强）第 21 次全国国民阅
读 调 查 结 果 23 日 发 布 。 调 查 显 示 ，
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
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
读率为 81.9％，较 2022 年的 81.8％提
升了 0.1个百分点。

其中，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
阅读率为 59.8％，与 2022 年持平；报

纸阅读率为 23.1％，较 2022 年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 17.5％，
较 2022 年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数字
化阅读方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
机 阅 读 、电 子 阅 读 器 阅 读 、Pad 阅 读
等）的接触率为 80.3％，较 2022 年增
长了 0.2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5 本，人均

电子书阅读量为 3.40本。
调查显示，2023 年我国有三成以

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从成年国民听
书情况来看，有 36.3％的成年国民表
示在 2023年通过听书的方式阅读。在
未成年群体中，有 33.1％的人表示自
己在过去一年通过听书的方式阅读。

根据调查，2023 年我国未成年人
图书阅读率为 86.2％，较 2022 年提高

了 2.0 个百分点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1.39本，较2022年增加了0.25本；人均
每天阅读纸质图书 35.69分钟。调查还
显示，各地全民阅读品牌活动影响力进
一步扩大，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对全民
阅读品牌活动的参与度达 67.5％，较
2022年增长了0.8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组织实施。

第 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4 月 22 日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路桥区蓬街镇在小伍份村图书
室开展阅读分享活动。

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
之际，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读
书活动，徜徉书海，享受阅读乐
趣。

新华社发（蒋友青 摄）

书香为伴

4 月 23 日，市民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市”上挑选书
籍。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记 者
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 22
日对外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强
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强化既有农房安
全管理，加快健全新建农房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设
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实现农房质量安全全过程闭环
监管，农房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
房质量安全普遍提升；到 2035年，全面
建立农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和技术标
准体系，农房建设品质大幅度提升。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农村房屋量大面广，
长期以来，以农民自建、自用、自管为
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新建农房面积越来越大，
层数越来越高，用作经营的也越来越
多，大量既有农房随着房龄的增长，安
全隐患逐渐凸显。

指导意见明确，强化既有农房安
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坚持“谁拥有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产权人和使
用人的房屋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农房
安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将农户自查、镇
村排查、县级巡查、执法检查和群众监
督相结合，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指导意见明确，要严格用作经营
的农房管理，农房用作经营活动应当
符合相关安全要求，产权人和使用人
要严格落实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在开展经营活动前确保房屋
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对农房实施改扩
建，依法办理用地、规划建设等有关审
批手续，严格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进行设计和施工。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健全新建农房
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将农房质量安全监
管贯穿农房建设全过程。按照“谁审
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将
行政审批和安全监管有效衔接。合理
安排农房建设用地，切实保障农房选址
安全，严格规范设计施工，新建农房设
计和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抗震设防等
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要求。

五部门出台新指导意见

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

新华社北京 4月 22 日电 生态
环境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
步加强汛期水环境监管，防范汛期水
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发生重大水污染事
件，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这是记
者 22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的。

生 态 环 境 部 印 发 了《关 于 加 强
2024 年 汛 期 水 环 境 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提出三项工作要求。一是加强各
类风险隐患排查。深入排查城乡面源
污染防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入
河排污口和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以及
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强化问题整改，及时有效防范化解
生态环境风险。二是开展汛期分析研
判与处置。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开展

水质加密监测，对水质出现异常波动
断面，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要针
对汛期污染问题突出的地区开展督导
帮扶，指导推动解决问题。三是妥善
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加强汛期应急
值守，做好环境应急准备，落实突发环
境事件风险防范措施。一旦发生突发
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严格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联防联控要求，
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等方法妥善处
置。

生态环境部将密切关注汛期水环
境质量及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对汛
期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予以预警、通
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汛期
水环境质量。

各地将加强汛期水环境
监管保障饮水安全

新华社济南 4 月 22 日电（记 者
杨 文 李志浩）记者 22 日从自然资
源部和山东省政府在山东临沂举办的

“世界地球日”主场活动上获悉，2016
年我国启动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
程”），已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面积超过 1亿亩。

据了解，“山水工程”分布在“三区
四带”国家生态安全格局范围内，涉及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青藏高原等。“十
三五”以来，我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治理修复面积超过 450万亩。

记者在活动现场获悉，我国提出
并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现了

对重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珍稀濒
危物种和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
护。

近 年 来 ，山 东 省 统 筹 推 进 全 要
素“ 山 水 工 程 ”建 设 ，取 得 积 极 成
效 。“ 例 如 ，沂 蒙 山 区 域 山 水 工 程 投
资 55 亿元，一盘棋谋划 53 个工程项
目，生态修复总面积 4090 平方公里，
区 域 生 态 本 底 得 到 系 统 改 善 ，生 态
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山东省自
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赵晓晖说，
山东深入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项目、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共整治
修 复 岸 线 110 公 里 、滨 海 湿 地 7600
公顷。

我国“山水工程”生态修复面积超 1亿亩

新华社济南 4 月 22 日电（记 者
杨 文 李志浩）记者 22 日从自然资
源部和山东省政府在山东临沂举办的

“世界地球日”主场活动上获悉，我国
已对近百个重点区域完成自然资源确
权。

十余年来，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持续摸家底、建档案，通过确权登记，给
自然资源“上户口”。自然资源部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在活动现
场介绍，截至目前，武夷山、大熊猫国家
公园，江苏大丰麋鹿、山东昆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近百个重点区域相继
登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类型已覆盖自
然保护地、森林、湿地、草原、河流、湖
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海域、无居
民海岛等各类自然资源，这些重点区

域的权利主体和边界得以明晰。
“如果把大自然看作一个大家庭，

那么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
涂、海域、无居民海岛以及探明储量的
矿产资源等都是家庭成员。要了解这
些家庭成员，就需要摸家底、建档案，
通 过 确 权 登 记 ，给 自 然 资 源‘ 上 户
口’。”胡善顺说。

自然资源“户口簿”主要包括三方
面内容：一是自然状况，包括自然资源
的坐落、空间范围、面积、类型、数量、
质量等；二是权属状况，包括国家自然
资源所有权主体、所有者职责履行主
体、所有者职责代理履行主体以及行
使方式等；三是其他相关事项，主要包
括登记范围内的不动产权利和公共管
制信息等。

我国对近百个重点区域自然资源“上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