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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电子读物带来冲击，实体书店日子不好过

泰泰城城四四家家新新华华书书店店三三家家喊喊亏亏

“这本三年级语文的
教辅书咋卖？”2 0日上午，
在东岳大街泰山文化城的
一家书店里，一位家长正
忙 着 给 孩 子 挑 选 教 辅 书
籍。“孩子这段成绩不好，
自己又没法辅导，只能买
点辅助资料，让孩子好好
学学。”

记者在书店里观察发
现，购买教辅书及考试书
的家长们居多。随机采访
几位家长，均表示为孩子
买的大多是教辅书，课外
读物相对较少。“课外书对
学习考试没啥帮助，想上

个好学校就得多学，多看
点学习资料。我也想让孩
子多看些课外读物丰富阅
读，但为了学校和学习成
绩，还是少看好。”一位已
经选好教辅书的家长说。

书店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就销量来说，名著类、
文学类的课外书籍确实敌
不过教辅书。课外读物看
的人多买的人少，而对于
教辅书来说，只要家长选
中了就会买。此外，在课外
读物中，低幼龄儿童书籍
销量相对较好。

泰城零点书店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来店里购买
图书的，一半以上是中小
学生。所售书中，有些是孩
子自己喜欢的，如一些漫
画书、小儿读物，有些是老
师推荐的，如儿童文学、国
内外名著，也有一部分是
辅导书。

泰安市新华书店企管
科工作人员介绍，泰城四
家新华书店儿童读物的销
售量占整个销售量的20%，
其中四书五经、国学、杨红
樱系列书籍、吴美珍作品、
曹文轩书籍、科幻类书籍
销售名列前茅。

教辅书和儿童读物 书店里卖得最“俏”

人们读书时间的减少和阅
读方式的改变，让泰城图书销量
也在慢慢降低。“买书的人越来
越少，书店里的生意也是一天不
如一天。”在泰安六中老校附近
开了十几年书店的杨女士无奈
地说，曾经，小区附近只有她一
家书店，生意很火爆，但近几年
来却一直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价格便宜的网上
书店增多，另一方面就是市民读
书途径发生变化。”杨女士说，不
少市民读书从“纸上”转移到“网
上”，到书店买书的人逐渐减少。

岱宗大街零点书店店长陈
亮介绍，从2008年零点书店搬到
现在位置，每天从早晨8点3 0分
营业到晚上10点，但从晚上9点，
来书店的人就很少了。“前段时
间看济南推出24小时书店，在泰
安绝不可能。”陈亮说，每年光
水、电、工商、税、人员工资就得
20多万，房租一年10多万，书店营
利甚微，要再推出2 4小时书店，
成本还会上升，在泰安这种三线
城市，晚上9点多，大街上就没人
了，更别提到书店看书。为增加

销量，陈亮也在网上建立了网上
书店，但是因为当当网、亚马逊
等大型网站的冲击，网上卖出的
书很少。

22日，记者在泰山书城看到，
在三楼的几百平方的空间里，仅
有十几个人在读书，其中以年轻
人和老年人为主。其中满头白发
的刘先生坐在地板上读书。“我喜
欢书法，来看看有关书法的书。”
刘先生说，以前看书会在旁边圈
圈点点，甚至会写上当时的感悟，
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读书。

新华书店企管科工作人员
介绍，作为国有文化企业，泰城
共有四家新华书店，但其中三家
处于亏损状态，仅泰山书城基本
收支平衡。“其他三家店面积都
在100到200平方米，面积小书少，
书城环境好，位置好，面积也大，
来看书的人很多。”工作人员说，
泰山书城是山东省十大最美书
城的新华书店，但是每年光水电
费就得6 0万，为开源节流，书城
在三楼建立了书吧，吸引不少顾
客来看书买书，一年下来基本收
支平衡。

泰城四家新华书店

三家处于亏损状态

本报记者 王世腾

4月23日是“世界读

书日”。目前泰城四家新

华书店，三家处于亏损状

态，仅泰山书城大致维持

收支平衡。在图书销量

中，儿童读物占到两成左

右。电子书带来的冲击，

让实体书店感到寒意。

22日，在泰山书城偌大的书城里，仅有两三个人在读书看书。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电子书随身带

年轻人更喜欢

22日，记者在财源大街中百
大厦前随机采访了22个市民，其
中10岁到20岁的有4人，20岁到50

岁的有12人，50岁到70岁的有6人。
22个受访者中有16人主要通

过手机、电子设备看电子书、杂
志、报纸，比例占到73%。有4名老
人不会使用手机和电脑阅读，平
时主要看报纸；还有2名六年级的
小学生选择读纸质书。“每天上下
班坐公交车，为了打发时间，就下
载一些小说在手机里，一路翻
看。”市民徐先生说。市民张女士
表示，工作之初，会偶尔跑到书店
买书，感受纸墨香气，晚上睡觉
前，会时不时地翻看一下。如今，
工作越来越忙，这些书还是放在
书架和床头，但都落了灰。

“现在天天都忙着照顾家庭、照
顾孩子、忙着工作，静下心来读书的
时间越来越少。”市民刘先生说，他

读书一般都在夜里，睡觉前只要有
空就会读一会。他的读书时间不固
定，一本书半个月还没看完。

22日下午6点左右，市民小李
下班之后，正是出行高峰，公交车
上摩肩接踵，阅读成了她打发时
间的最好办法。不过，小李从包里
拿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书本，而
是手机。

市民赵女士说，自从购买了
平板电脑，她就不再买纸质书了。

“把自己喜欢的书都下载到电脑
上，走到哪，看到哪。”说着赵女士
拿出电脑，翻看小说。“电子书环
保，携带也方便。这是我主要的读
书方式。”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市民逐
渐从买书看，变成上网看。不少年
轻人选择的读物多是报纸、杂志
等“快餐式”读物，而且他们更倾
向于在网络上阅读、浏览。

街头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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