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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实体书店靠儿童读物维持，大都经营状况不佳

读读书书日日鲜鲜见见书书店店搞搞促促销销活活动动

22日上午，太白楼东路的亚龙
书城里，1000多平方米的书店里，
略显冷清。“平时买书的不算多，一
上午来不几个人。周末的人会多
些，大多是家长领着孩子来买少儿
读物的。”济宁亚龙书城总经理崔
亚龙说。

崔亚龙从事图书销售已有16
年了，在他看来，实体书店已跌入
低谷期。“近三年，书店的生意不好
做。目前，全国连锁书店主要靠教
科书，而民营书店则靠着儿童书来
维持销量。”崔亚龙说，目前儿童读
物还是比较受欢迎，也成为书店的
主要经营领域，儿童读物的销量能

占其书店总销量的七成。与此相
反，社科书、成人书的销量直线下
降。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太白楼中
路的新华书店，店内也很冷清，因
没有顾客，工作人员只能坐着看书
打发时间。“一上午卖了几十块钱，
根本不赚钱。”在浣笔泉路，一家小
书屋的女店主方广慧说，如今，因
经营不景气，她已雇不起店员，目
前只能勉强维持书店的生意。

在古槐路，李女士经营了一家
小书屋，以售卖学生读物及社科书
为主。在她看来，为了孩子的学习，
家长一般都会为孩子购买学生读

物，学生教辅书等教材。不过，对于
正版社科书，因价格偏高，成人则
常不舍得买。

对于实体书店目前遭遇的困
境，崔亚龙分析说，主要受盗版书
泛滥、网上书城的冲击，房租、员工
工资等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网上书店冲击很大，价格低廉
成为吸引读者的主因。”不过，崔亚
龙也表示，在网上热销的书籍，在实
体书店却很难热销。因一些书籍在
实体店不热销，出版社则低价处理
给网上书店，网上书店依靠其平台，
重点宣传该书籍，给读者很强的视
觉效果，从而打造热销书籍。

一天收入百十元，方广慧也深
知，书店生意也只能勉强维持。不
过，对于转型，方广慧也坦言，她从
事这行也已十几年，现在经不起折
腾了。“一同跟我干图书生意的朋
友，现在很多都转行不干了。等我
干不下去了，也就不做了。”

小型书店，面临着转型困境，
大型书店同样也在寻求出路。崔亚
龙称，如今，他已不再考虑一年书

店能赚多少钱，而能维持书店正常
运转，在此期间，书店能够寻求到
转型之路。

“书店盈利，已不能再靠图书，
而是靠其它方式。”崔亚龙也正盘
算着书店的转型之路。“书店也在
尝试多元化经营，在一家分店里，
开设了咖啡区、儿童阅读体验区，
提高了书店服务质量。”崔亚龙称，
如果不转型，该家分店不会撑到现

在，但书店利润却也不高。不过，崔
亚龙也相信，经过低谷期，书店会
迎来一个春天，但对于书店该如
何转型，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发
展模式。同时，崔亚龙也盼望，对
于书店转型，政府相关部门也能
给予相关政策指引。同时，也要
积极培养社会的阅读风气，倡导
阅读，要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种方
式。

民营书店靠儿童读物维持

书店谋求转型寻找新出路

23日，第19个世界读书日。网上书店推出限时抢
购、秒杀、返券等促销活动，济宁城区的实体书店显得
异常冷清，鲜有相关的促销活动。“图书折扣已经很低，
若再搞活动，就赔钱了。”一位书店老板不禁感叹。时
下，无论是连锁书店、民营大型书店、还是私人书屋，大
都在谋求转型寻找新出路。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于伟

工作日，书店里略显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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