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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女足在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六届中学生运动会上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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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推动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乌兰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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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抵达“诗和远方”

第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2023年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显
示，2023 年，上海市民的综合阅读率（综合阅
读，含纸质阅读、电子书阅读、有声阅读以及视
频阅读）达97.49%，与2022年（96.83%）、2021年
（95.85%）相比稳定上升。在阅读数量上，2023
年上海市民年平均阅读量为12.37 本，持续保
持较高水平。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交出
的这份全民阅读答卷，展现了近年来向好的国
民阅读态势。

然而，这些数据又让人想到此前不久发布
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报
告称，2023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
长为435分钟，其中，短视频应用的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达151分钟。有人据此进行计算：若将

每天看短视频的151分钟用于读书，以阅读速
度每小时一万字计，每8天便能读完一本20万
字的书籍，一年的阅读量将达到数十本。在文
化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这样的设想
纵然不切实际，但不可否认，人们深度阅读的
习惯依然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网络技术
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交媒体、网络
视听应用等平台获取信息，形成了多元的阅读
生态。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互联网时代的
碎片化阅读有其优势：丰富的信息能随时随地
快速获得，实现了知识的广泛涉猎，从而使每
个个体以更多维的视角观察世界；通过对内容
的切割和解构，较高的知识门槛不再成为障
碍，晦涩的理论和著作也能变得“亲民”，实现

了全民共享。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短平

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迎合了人们放松身心、
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时，选择一部“下饭
剧”作为佐餐良伴，从而获得“双倍的快乐”；通
勤路上，埋头看手机成为最常见的消遣；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暂且抛开繁杂之事，刷上一两
个小时的短视频或社交媒体……

新媒体技术拓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然
而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依赖又让人们陷入某些
困境：对知识追求片面了解，对碎片化信息投
入过多时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理性思考
的能力减弱、感知过载加剧焦虑情绪……因
此，在泛娱乐化时代，我们尤其需要深度阅读
的精神滋养。

作为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深度阅读获取
的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和逻辑框架，从而实现知
识内化。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需要协调多种
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有助于训练批判性思
维、逻辑思维，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
情力等能力——它让我们在多元庞杂的信息
源面前仍然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深度阅
读而言，无论从视觉生理因素还是阅读认知来
看，读书都有“读屏”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被信息环绕的当下，读书的另一个重要
意义在于，让人们暂且离开纷繁的电子产品和
喧嚣的网络世界，在安静阅读中实现心灵的沉
潜。经由阅读，进入一个广袤的世界，学立身
之技、识天地之大、拥独立之思，从而适应快速
变化的外部环境，也收获内心的从容与丰盈。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永远是人们心目
中最优雅的姿态。北京的一位图书编辑六年
来每天上下班时拍摄在地铁上读书的乘客，把
两千多张照片上传至网络相册，传递了“阅读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讯息；在上海，“小而美”
的城市书房遍布于大街小巷，每当华灯初上，
许多年轻人来到这些阅读空间，开启了属于自
己的夜读时光，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
风景；一个平凡的女孩写下坚持阅读如何改变
自己生活的故事，文章阅读量迅速突破 10
万+，引发众多网友留言共勉……

愿更多的人在“读屏”时代不忘读书——读
书或许不能即刻给人带来密集的快乐，其过程
有时还含着一点艰涩，然而它终有回甘，余味悠
长，让我们在一片澄澈中抵达“诗和远方”。

致力于打造一份亲民、爱民、为民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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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杂物堆成“山”居民心堵该咋办？
最新进展：多部门联合清理楼道杂物，畅通居民“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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