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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大街小巷的实体书店，成为城
市的文化地标、人们的心灵灯塔。一段
时期以来，受到互联网迅猛发展挤压的
实体书店又面临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发
展难题，如何走出困境、重现生机？

日前，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
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承办的“实体书店点
亮北京文化之光”论坛在京举行。业内
人士聚焦“探索实体书店新形态，推动城
市文化新发展”主题，呼吁书店发展既要

“输血”也要“造血”，尽快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多元经营的发
展新格局。

据了解，自2016年中宣部等11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指导意见》以来，各地纷纷从规划、资
金、场地、项目等方面出台系列扶持政
策，实体书店布局、产品和业态结构不断
优化，经营机制、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不
断创新。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介
绍，去年疫情期间，中央和地方各项扶持
政策落地生效，各地共为实体书店发展
提供扶持资金达3.08亿元，帮助实体书
店顶住压力、走出困境。目前，全国实体
书店达7.8万家，其中1000平方米以上
的实体书店超1600家。“我国实体书店
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和动力同在，应
不断激发活力、提升效能、做强实绩。”
刘晓凯说。

后疫情时代，实体书店依旧是市民
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在城市文化引领、
公共文化服务、全民阅读推动中可以发

挥哪些独特作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表

示，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一揽子针对实
体书店的扶持政策，实体书店发展如火
如荼，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日益呈现规模
化、特色化、专业化新风貌，构建起以读
者为核心，立体式、多维度的文化消费新
模式，成为引领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参
与者和推动者。

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
“店馆结合”“店厂结合”“书店+课堂+出
版”等各具特色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渐次呈现；一批主题书店正在向市民文
化休闲中心转变，一批专业书店正在向
知识分享中心转型，一批新型书店结合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向智
慧书城和数字化体验馆迈进……实体书
店走上了转型发展的融合之路。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
认为，实体书店已不再是单纯销售文化
产品的场所，而是逐渐成为科学知识传
播和文化教育的窗口，因此需要运用新
媒体手段，打开封装在书本里的知识，进
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传播。要通过
书店的枢纽功能，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引导人们提升阅读
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

“实体书店要加强编辑力和科技
力。”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说，实体
书店要提升自身的编辑力，优化图书组
合，让读者尽快找到需要的图书；还应提
升科技力，利用智能技术降低成本、扩展
渠道。

王野霏透露，北京市将继续加大对
书店创新融合发展的补贴力度，鼓励书
店行业创新经营模式，提升品质和服务
水平，让市民随时随地与书相遇，满足人
们休闲与文化的双重需求，切实推动实
体书店业高质量发展。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灯塔，是展现城
市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说，实
体书店建设是一项关乎城市文化形象、

保障市民最基本文化权利的系统性工
程，对其持续进行扶持性投入是必然的，
但仅仅做到资金和基础建设性投入还不
够。“书店存在的价值在于阅读，书店依
附阅读而存在，只有做好政府顶层设计、
社会大力倡导、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全民
阅读的热潮氛围，进而拉动阅读消费，取
得阅读实效，实体书店才能真正实现可
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北京市西城区于20日
发布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推
出活化利用文物建筑项目10个。包括杨椒山祠、绍
兴会馆、宜兴会馆、护国观音寺（本体）、五道庙、钱业
同业公会、梅兰芳祖居、云吉班旧址和朱家胡同45号
茶室9处文物建筑和1个向社会公开招募运营服务
机构的项目京报馆。

据了解，杨椒山祠原为明嘉靖时期“直谏诸臣之
首”杨继盛的住宅，清乾隆时期改为祠堂，是“公车上
书”发生地，其活化利用方向定位于以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复合型多功能公共空间；绍兴
会馆是鲁迅1912年至1919年在京居所。在这里，鲁
迅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发表了小说《狂人日
记》。

西城区是北京的“文物大区”，腾退后的文物应如
何合理使用，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记者了解
到，西城区在北京全市率先出台《北京市西城区关于
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在
政策层面对文物建筑的活化利用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为腾退文物建筑合理利用提供了政策支持，并探索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的文物
保护利用新模式、新路径。目前，晋江会馆等首批文
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已签约落地。

据介绍，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工作将继续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所有社会机构均需通过公开
竞争方式获取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拟参
与本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的社会机构可按照“信
息获取、前期咨询、项目策划、项目评审、项目确定”流
程渐次推进。

据新华社深圳9月21日电 第
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共有2468家政府组团、文
化机构和企业参加主会场展出，另有
线上参展机构868家，其中全国文化
产业龙头企业占70%以上。

本届文博会突出高质量发展要
求，组织更多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
参展。参展的全国文化产业龙头企
业包括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线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华强方特文化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5家“第十
二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读者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电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等100余家文化类上

市企业。
突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

略。华为、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企业将参
展，重点展示5G、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
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
引导传统文化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内容、模式和
业态创新。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
发展。深圳华强方特集团将亮相“媒
体融合·智慧广电·电影工业馆”，公
司众多IP品牌、高新科技和创新互
动项目将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文化
企业运用动漫游戏、网络视频、数字

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形态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的创新性发展。

突出展示文旅融合发展新成
效。甘肃文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黄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知名
企业将亮相“文化旅游·非遗及艺术
品馆”，带来文化旅游产业规划项
目、城市IP类创意项目等。

突出新型文化业态培育。设立
互联网馆，展示“互联网+”最新发展
趋势和前沿技术动态，展示和发布
互联网与文化、传媒、科技、数字创
意、电子商务等业态融合发展的新
成果、新技术、新应用等内容。腾
讯、网易、爱奇艺、百度等62家知名
互联网公司将亮相该馆。

文博会：超七成参展者为文化产业龙头企业

北京绍兴会馆是《狂人日记》诞生地。 资料图片

9月21日，江苏队选手孙炜在比赛中。
当日，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项目男

子团体决赛中，江苏队以338.960分的总成绩获得冠
军。 新华社电

全运会男子体操团体

江苏队获得冠军

9月21日，辽宁队选手李佳燚在比赛中庆祝。
当日，在陕西延安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

项目女子团体决赛中，辽宁队以3∶1战胜山东队，获
得冠军。 新华社发

全运会乒乓球女团

辽宁队胜山东队夺冠

9月21日，广东队选手苏炳添在比赛中冲过终点
后庆祝，他以9秒95的成绩夺得冠军。

当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目男子百米决赛在
西安奥体中心举行。 新华社发

全运会男子百米

苏炳添9秒95夺冠

北京鲁迅书店。 北京京杭大运河书院。

北京前门叶壹堂书店。 均系资料图片

“公车上书”发生地、《狂人日记》诞生地等

北京文物建筑将活化利用

实体书店实体书店
如何点亮文化之光如何点亮文化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