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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记者随机采访30余名市民，其中包括公务员、学生、书店老板等

多多数数市市民民对对““读读书书日日””一一无无所所知知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刘

涛 谭正正 ) 4月23日是世界
读书日，作为一年一度的读书
盛事，不少市民对其却知之甚
少。记者在采访的30余名市民
中发现没有一位知道“世界读
书日”，其中包括公务员、普通
市民、读书爱好者以及书店老
板和工作人员。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
书与版权日”，最初的创意来自

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95年正式
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
与版权日”，设立目的是希望散
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年龄、
贫富，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以
此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
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
思想大师们。每年的这一天，世
界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
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刘红是一名公务员，平时博

览群书，说起中外名著，总是滔
滔不绝，然而当记者问到23日是
什么节日时，她却想了半天，也
没答出来。她告诉记者，世界读
书日是第一次听说，“这次记住
了，以后不会再忘了。”

像刘红一样不知道读书日
的人还有很多。王静是某书店的
一名负责人，当记者问到读书日
书店要搞什么活动时，她先是愣
了一下，反问“读书日是什么时

候？”记者告诉她后，她才恍然大
悟。“知道太晚了，我们不准备搞
活动了，现在学生都在上学，搞
了也没多少人。”而另一名工作
人员直接说，这是她第一次知道
有世界读书日。

刘静就读于滨州一所高校，
平时除学习之余，参加课外活动
较多，她称自己根本没时间去阅
读一些课外书，每天都在忙碌中
度过。谈到世界读书日时，她表

情有些惊讶，摇头表示不知道还
有这个节日。

从1995年到现在，世界读书
日已走过十个春秋，读书日仍难
进入普通市民生活，归根到底还
是社会宣传力度不够，“宣传读
书日不只是学校的事情，全社会
应该动员起来，多组织一些读书
活动，让普通市民真正去认知感
受它。”滨城区第一小学一名语
文老师说。

成年人压力大
读书时间有限

在鲁北盐场职工子弟小
学，一名学生正在挑选自己
喜爱的图书。在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滨州边防支队大
口河边防派出所民警自发捐
款购买了一批精美图书，在
辖区中小学校开展了“图书
漂流”活动，让孩子们在浓浓
的书香中体味图书之美，享
受读书之乐。

本报通讯员 王占军
本报见习记者 于雪莹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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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携带不便，年轻学生青睐手机阅读

在讲究快速高效的当下，
传统阅读方式不断受到新式阅
读形式的冲击。借助高科技推
广的手机阅读渐渐成为在科技
更新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的主
要阅读方式。

被采访的中老年市民向记
者反映，他们不会使用电脑和
智能手机，即便是会使用也不
会接受这种新式阅读。市民王
先生说，自己年纪也大了，眼睛
跟不上，看一会就麻木了，手机
那么小，根本看不清，读一本厚
书也不轻松，就是偶尔看阅报
刊杂志。很多市民表示，传统的
纸质阅读的好处新式阅读没
有，手里拿着书与坐在电脑旁
和捧着手机的感觉根本不一
样。

滨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
大三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大学
生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网
上阅读很方便，无论是信息查

询还是新闻获取都比较方便，
由于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相对
较小，阅读电子书是学生的主
要方式，“我们寝室的同学都有
这样的习惯，晚上熄灯就寝后，
每个人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开
始阅读小说，有时候因为情节
吸引人，读到夜里2点也是常有

的事情。”该校的大二学生小陈
认为，平时没课的时候去图书
馆借两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但
是厚厚的一本书不可能一下子
就能读完，干什么事情也不会
随身将书本携带，于是就在手
机上搜索下载电子版。

本报记者 谭正正 刘涛

随着年龄的增长，市民读书
量越来越少。不少市民表示，工作
一天累得要命，即使读书也是翻
翻年轻时读过的旧书，静下心来
通读一本书的习惯已经坚持不下
来了。

记者在胜滨小区了解到，关
于读书，很多中年人都声称那是
年轻时候的事情，现在基本不怎
么读了，大家一致认为“没有时
间”。该小区的王先生说：“上学时
还读过书，见到自己喜欢的读本
也花钱买下来，但是现在我没那
个心情，成家立业后，生活压力也
大了，晚上回到家吃了饭就很晚
了，剩下的时间要不就是看电视，
或者和亲朋好友喝点小酒聊聊
天。”王先生坦言现在的人们很浮
躁，没有什么闲心坐下来读书。该
小区70岁的张大爷说年纪大了，
眼也不好使，看书久了眼睛和头
就疼，现在就是翻翻报纸。

在黄河三路与渤海八路的新
华书店，记者在二楼看到前来购书
的李女士，她告诉记者，自己是为
儿子选购文学读物，一般一个月会
来一次，一次买个四五本。很重视
孩子阅读习惯的王女士自己并没
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平时我不怎
么看书，看书也是在陪孩子学习时
翻翻孩子的读物，偶尔看看故事性
的杂志。每天下班就是做饭、洗衣，
学生时期还看看言情小说，现在生
活的琐事没了那个心情。”

与成年人相比，学生的阅读
量反而比较大，滨州学院音乐系
的小李说，虽然学校里图书馆有
各种各样的书，但是她遇到自己
特别钟意的书还是会买下来，“我
还是喜欢藏书的，每学期都能读
个10本左右。”为了培养孩子良好
的阅读习惯，学校都会鼓励学生
和家长积极阅读。滨城区第一小
学的二年级班主任肖红玉告诉记
者，阅读习惯要从小培养，学校和
家庭也很重视。虽然很多家长没
有读书的习惯，但是会定期给孩
子购买很多书籍阅读，学生的阅
读量反而比成人要大。

本报记者 谭正正 刘涛

大学生经常会在校园的小树林里读书学习，不过大都是自己的
专业课程。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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