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读书人”为何少了？

２１

日出炉的
２０１４

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３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为

４．７７

本， 远低于韩国
１１

本， 法国
２０

本，日本
４０

本，以色列
６４

本；人均每天读书
１３．４３

分钟。

４

月
２３

日，世界读书日。每个人是不是
该问问自己： 多久没读书了？ 为什么不读
书？

———“没时间读书”：时间去哪儿了？

“哪有时间读书啊？”提起读书，北京一
位在某国企工作的陈女士如梦方醒，“好长
时间没读书了。每天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
务忙孩子， 有点时间基本就是用手机刷刷
微博，聊聊微信，看看新闻，玩玩游戏。”

“没有时间”似乎是很多人不读书的原
因。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真的就留不下一
点时间给读书？时间都去哪儿了？

最新调查显示： 成年人平均每天读报
１５．５０

分钟，比上年减少
３．４１

分钟；每天读书
１３．４３

分钟， 减少
１．９５

分钟； 每天阅读期刊
１０．０５

分钟，减少
３．１４

分钟；每天上网
５０．７８

分钟，增加
４．０１

分钟；每天手机阅读
２１．７０

分
钟，增加了

５．１８

分钟。

而对很多人来说， 一天上网的时间远
不止

５０

分钟。“每天有四五个小时泡在网
上，也不知道在网上干嘛了，四处逛逛，随
便刷刷，时间就过去了。”在北京一家机关
工作的张兰说。

对于在某民企工作的孙小姐来说，没
有时间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没心情”，“阅
读需要静下心来慢慢享受， 可是想想没完

没了的工作， 哪有一点点读书的闲情逸
致？”

“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吧，主要还是没
兴趣，每天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有空
也只想上上网娱乐一下。”“

８０

后”白领王丽
的说法也许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浮
躁的社会，生活的压力，让读书已经慢慢淡
出了很多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书太贵了”：书成了奢侈品？

“我喜欢读书，可是现在的书太贵了。”

昆明某事业单位职工徐燕对连年上涨的书
价苦恼不已，“现在的书， 动辄三四十元一
本，比以前贵了好多！”尽管徐燕很喜欢读
书，但每个月也只舍得买上两本。

２０１２

年全国图书市场的调研报告显
示， 整体图书市场的新书平均定价已经高
达

５２．２３

元。近年来，不少书的价格一路高
涨，以《悲惨世界》（上下）为例，上海译文出
版社多次再版，

２００３

年
３２

元，

２００６

年
４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５２．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该书价格已高至

９８．６

元。

图书定价“过高”的议论早已有之，而在
读者怨声载道的同时，不少业内人士却认为
中国图书还太便宜，涨价合理。专家建议，借
鉴欧美国家的图书“分类定价”制度，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好书太少”：谁为我们充饥？

“我现在读的， 多数还是一些旧书。不
管去书店还是在网店，看上去琳琅满目，必
不可少的腰封告诉你，这是畅销书，那是必
读书；这是多少名人一起推荐的，那是超越
诺贝尔文学奖的扛鼎之作。可是拿到手里，

不说面目可憎吧，也是乏善可陈。”一直还
把读书作为最大爱好的陈平， 说起现在的
图书， 连连叹气，“值得读的好书实在太
少。”

根据《中国出版蓝皮书》提供的数据，

２０１２

年，我国共出版图书
４１．４

万种，全国图
书总印数为

７９．３

亿册。目前，中国的图书出
版品种和总印数早已位居世界第一位。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 现在好书越来越
少了。 不少受访人表示， 现在的书包装豪
华，内容却东拼西凑，价格在上升，内涵在
降低。

２０１２

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
示， 大众畅销书还是以青春小说、 名家散
文、学术文化、名人传记、心理自助、少儿文
学为主。

———“在网上读”：“浅阅读”算读书吗？

“谁说我不读书了？ 我在网上读。”“

９０

后”赵飞很不满地说，“都网络时代了，谁还
看纸质书啊？还不环保呢。”

２０１４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成年国
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升了
９．８

个百分点。超九成的数
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
不再购买其纸质版。

说起网络阅读， 徐燕很是不以为然，

“很不严肃，没有读书的感觉，经常还被各
种跳出来的广告等东西干扰。” 她觉得，在
网上和手机阅读不能算读书，“捧着书一页
一页地翻，闻着墨香，看着铅字跳动，整个
世界都是安静的。”

调查也显示，

６６．０％

的成年国民更倾
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全民阅读，如何不只是一个愿景？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中宣部等
１１

部门就联合
倡议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然而，根据今年的
调查显示， 超五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
阅读数量较少。如何让“全民阅读”不仅仅
是一个愿景？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压力加大，

很多人都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北京大学社
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 改变当前国民阅读
的现状， 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加强
宣传，让阅读走进社区，走进基层，增加国
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另一方面，图书出
版等相关行业也应与时俱进， 多出版一些
质量可靠并且群众喜闻乐见的图书作品。

在师范院校学习了
４

年中文的徐燕认
为， 学校和家长应该寻求多种方式激发孩
子阅读的兴趣，引导他们读书，同时自己也
应该做好榜样，不能让孩子们过早陷入“碎
片化”阅读和功利化读书。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于
２０１３

年列入
国家立法计划，条例初稿已经拟定，正在逐
步细化和完善。有专家认为，法律的介入和
引导，有利于改善阅读条件和环境，保障民
众的阅读需求，意义重大。

但夏学銮表示， 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可
以发文件推进阅读，但最终关键还在个人。

“这需要个人增加定力，从阅读中寻找更多
的乐趣。”他认为，作为一种时代的趋势，网
络阅读也是一种阅读方式， 尽管这种阅读
方式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会有影响。 国家应
该适应这种趋势，在软硬件方面下功夫，让
“全民阅读”有实质意义保障。

（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全民阅读，仅靠一个“立法”显然不够

４

月
２３

日是世界读书日，对于阅读的思
考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为推动阅读，

我国已将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工作
计划， 但这仍未改变我国公共阅读资源的
稀缺现状。全民阅读，不能止步立法，只有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 更好的公共文化服
务，才能真正发挥全民阅读的力量、推动社
会进步。

大城市、市中心图书馆高端大气，小城
镇难觅图书馆身影；人均图书拥有量不足

１

本，部分地级市没有市一级图书馆，管理人
员极少；农家书屋、留守儿童图书室难得开
放，沦为摆设；社区图书室种类单一、更新
慢……虽然我国公共阅读资源总量不断加
大，但人均稀缺、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仍十分

明显，全民阅读基础薄弱引人忧。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 让人得
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习近平总
书记将阅读的重要性总结为“三让”。阅读是
人们求知、立身的基本途径，是进步的阶梯，

是个人发展的精神源泉。如果不阅读、不学
习，则难以思想进步、启发智慧，更何谈个人
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持续繁荣。

推动全民阅读，已经被列入国家立法工
作计划，但立法之外，如何让更多人将阅读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则更需思考。 事实上，人

们对公共阅读资源的需求，反映出的是人们
对文化服务需求的增长和公共文化现有服
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人们期盼的是人人
都能享受均衡、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加大投入，满
足城市、乡村的基本阅读需求；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应当转变思路，从传统的管理思维
转为现代的服务思维， 主动积极地为社会
公众的阅读需求提供必要的、多元的服务；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还应当营造全民阅读
氛围，以行动带阅读，通过多样的阅读活动

激发民众阅读兴趣。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紧紧围绕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此背景下，

公共文化服务更应当有着主动积极的态
度，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为准则，带
动全民阅读的氛围， 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做出贡献，早日真正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新华社合肥
４

月
２２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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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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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知 识

“创卫”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系列报道（12）

随地乱吐痰，健康吗？

“别看这两天下雨，地上的痰迹还是很难
去掉。”

4

月
21

日中午， 记者在火车站采访时，

广场上的保洁员赵师傅一边用塑料笤帚扫着
广场上的痰迹， 一边对记者说：“每天这里人
来人往的，旅客的素质也有高有低，要是每个
人都能文明起来，不随地吐痰，这里的保洁工
作就好做多了。”赵师傅告诉记者，从早上

5

时
他们就开始工作了，哪里有痰渍、赃物、垃圾
都随时清扫，环卫车也是一小时清扫一次。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花红柳绿，春意盎
然。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匆匆过往的行人中，

无论男女老少，总有人不经意地发出“咔”的
一声，随即咳出一口黄痰来，令人看到恶心
不止。特别是走在路上，看到大大小小，斑斑
点点，让人不得不低头绕过这些令人作呕的
痰迹时，心里别提多别扭了。人人都知道，随
地吐痰，既不文明，也易传播疾病。然而，还
是有人为之。

4

月
21

日中午，在中山路上的公
交车站旁， 记者发现公交车站的路面上、垃
圾桶边、树坑里、墙角下到处是痰的污渍。有
不少人看到记者的镜头时“欲吐又止”，但是
躲开了记者继续再吐，可见自个儿心里也明
白，随地吐痰不文明。

“我有咽炎，所以以前也有随地吐痰的
坏毛病。有一次出国旅游到新加坡，发现整
个国家都没有人随地吐痰，甚至都不能将痰
直接吐到垃圾桶内，我大有感触，回国以后
就下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在市中心医院，一

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呼吸内科患者对记者说，

“就算有痰，我也随身带着面巾纸，吐到纸里再
扔掉。很多朋友嘲笑我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还
带着面巾纸。但是我觉得，能做到不随地吐痰，

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

“痰是呼吸道的分泌物，健康人一般是没
有痰的。但如果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受致病微
生物感染后会产生大量的痰液。 病人吐出的
痰，相当于细菌的‘培养基’，一口痰中会‘驻
扎’成千上万的病菌。而且痰里的病原微生物，

如细菌、真菌、结核菌等，还能随空气传播，从
而引发多种疾病。” 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徐欣欣告诉记者，“如能引起肺结核病的结核
菌，即使离开人体，在自然界中，依然能存活很
长时间， 在土壤中能存活数月到数年时间，而
一旦随尘土飞扬，吸入呼吸道内，就容易引发
肺结核病。虽然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当年的
‘不治之症’肺结核病已经能够根除，但是当人
年纪大了之后，抵抗力低的时候，还是很容易
诱发、复发。由于落后的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

第三世界国家的肺结核病感染率普遍要比发
达国家高。如果是排菌的肺结核病患者，就算
把痰吐到卫生纸内， 也还是要拿塑料袋封好，

最终烧掉，才能消除传染隐患。”

“即使不是肺结核病，随地吐痰也能造成
飞沫传播疾病， 如细菌性肺炎、 呼吸道感染
等，对正常人来说，抵抗力、免疫力较强，可能
不会被传染上， 但对于糖尿病、 冠心病等病
人，尤其是老人，被感染的概率就大了很多。”

徐欣欣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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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
应主动寻求帮助。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卫生问题，重
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非常必要。

心理卫生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

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
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
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
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

如果怀疑有明显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
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
咨询、检查和诊治。

精神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 被确诊患有精
神疾病者，应及时接受正规治疗，遵照医嘱全程、不
间断、按时按量服药。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主
动执行治疗方案。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
得到控制，减少对正常生活的不良影响。

22.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病残人员。

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病人、精神
疾病患者、 残疾人都应得到人们的理解、 关爱和帮
助，这不仅是预防、控制疾病流行的重要措施，也是
人类文明的表现，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生活、工作、学习中，要接纳艾滋病、乙肝等传染
病病原携带者和病人，不要让他们感受到任何歧视。要
鼓励他们和疾病作斗争，积极参与疾病的防治工作。对
精神疾病患者，要帮助他们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病
人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帮助他们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

担负起照料和监护责任。对残疾人和康复后的精神疾病患者，单位和学校
应该理解、关心和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和学习条件。

23.

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
流感的症状。

流行性感冒（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是一种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

在我国多发生在冬春季节。 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和流感病毒匹配的
流感疫苗可预防流感。儿童、老人、体弱者等容易感染流感的人群，应当
在医生的指导下接种流感疫苗。

24.

妥善存放农药和药品等有毒物品，谨防儿童接触。

家中存放的农药、杀虫剂和药品，应当分别妥善存放于橱柜或容器
中，并在外面加锁。有毒物品不能与粮油、蔬菜等同室存放；特别要防止
小孩接触， 以免发生误服中毒事故。 已失效的农药和药品不可乱丢乱
放，防止误服或污染食物、水源。

25.

发生创伤性出血，尤其是大出血时，应立即包扎止血；对骨折的
伤员不应轻易搬动。

受伤出血时，应立即止血，以免出血过多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小的伤口只要简单包扎即可止血。对较大、较深的伤口，可以压迫出血
处上方（在四肢靠近心脏一侧）血管止血，例如指压止血、加压包扎止
血、止血带止血等。

在对骨折伤员进行急救时，在搬移前应当先固定骨折部位，以免刺
伤血管、神经，不要在现场进行复位。

如果伤势严重， 应当在进行现场急救
的同时，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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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电话。

（未完待续）

记者点评：在国人的记忆里，

2003

年的那一次“非典”，

让很多人养成了勤洗手、不随地吐痰的好习惯。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当“非典”这两个字在人们的脑海里渐渐淡去的同
时，许多不好的习惯又死灰复燃。我们总是说要提高人民的
身体健康水平。“不随地吐痰”就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而具
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的国民越多，随地吐痰的现象就越少，如
果大家都能主动维护环境卫生， 使那些少数想以身试法破
坏环境卫生的人遭到众人的反对， 使他觉得随地吐痰是丢

人现眼的陈规陋习，像老鼠过街一样遭到人人鄙视和唾弃。

只有这样，我们的环境才能得以维持良好的状况。人人都能
享受到环境幽雅所带来的好处，不会老是患上呼吸道疾病。

正如创建卫生城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样， 改掉这
些陋习也绝非朝夕之功。 如果每个国人心中都始终坚持改
掉不文明的习惯，如果我们把“创卫”两个字始终当成一项
为之奋斗不息的目标， 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 将是一个卫
生、健康、文明的良好环境。

□

新华社记者杨丽萍白靖利

□

新华社记者周畅詹婷婷
□短 评

4

月
19

日，河南
郑州，小姐妹肖依帆
(

右
)

和肖依萍搬起一
个装有她们全部课
外书的破纸箱。

8

岁的肖依帆和
7

岁的肖依萍都是先天
性听障患者。父母带她
们从河南汝南县的农
村老家到郑州接受听
力训练。姐姐依帆希望
读童话故事书，妹妹依
萍想看绘画书。

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地处大石山区
的广西凌云县伶站
瑶族乡浩坤村，六
年级学生李世良除
了一本学校发的
《新华字典》， 再无
其它课外读物。

记者问他最想
读什么书， 他说一
时想不出来（

4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在地处大石山
区的广西凌云县伶站
瑶族乡浩坤村， 三年
级学生韦秀利握着她
唯一的一本“课外书”

———学校发的《新华
字典》（

4

月
21

日摄）。

韦秀利特别想
读童话《灰姑娘》，

但学校的图书室藏
书少， 也都比较陈
旧，没有这本书。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地处大石山区
的广西凌云县伶站
瑶族乡浩坤村，四
年级学生韦秀妹渴
望能读到一本《白雪
公主》， 可是因为家
庭贫困，她没有一本
课外读物，仅有的书
本就是身后妈妈抱
着的学校发的教材
（

4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上图：将痰吐到卫生纸
内，再扔掉，是文明的表现。

下图：随地吐痰，是一种
不文明行为。

（图片由张继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