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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

传播工程研究院副教授何其聪建

议各地从街道和社区闲置腾退空

间入手，以城区为单位，开设专门

的老年阅读空间，保障老人能在

距住所不超过10公里且公共交通

方便的地点参与老年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也应该

针对老年读者加强配套设施和环

境建设。再有，应充分发挥实体

书店“多、活、广”的特点，通过政

策引导鼓励实体书店开辟部分时

段，满足老年阅读的品质需求：北

京老年人具备比较高的消费能

力，他们对于阅读空间的优质环

境、舒适度都有一定要求。从现

有调查结果来看，老年人理想中

的线下阅读空间与中等水平以上

的实体书店环境是匹配的。老年

阅读最优时段为工作日的白天

（10:00~12:00，13:30~15:30），这恰

好与成年人（周末）和青少年（课

后）的阅读时间错开。如果实体

书店愿意错峰开设老年阅读活

动，可以达成书店引流和老年阅

读共赢的局面。为鼓励实体书

店，政府应承担撮合工作以及租

赁费用，为活动成效显著的实体

书店给予“北京老年阅读基地”授

牌并给予奖励。这可以很好地解

决目前老年阅读缺乏稳定空间的

问题。

不论是图书馆、社区街道腾

退空间还是实体书店，最终应尽

量保证每个城区至少有一个专门

的老年阅读线下空间。

政府还可以组织专家，因地

制宜制定老年阅读服务标准，面

向阅读组织、图书馆、街道社区阅

读空间、实体书店等相关机构，开

展老年阅读服务培训。培训可包

括提供老年大字读物、培训老年

阅读领读人等。■ 据《北京晚报》

在书乡里阅读
他们重拾自我

一份有关“老年阅读群体满意度与政策需求的调查”日前出炉。根据

调查，老人们在书乡里重新找回了自信，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为阅读付

费，相比于线下阅读仅有3%的老人偏向于线上阅读。老年人参与阅读活

动最迫切的诉求是有一个固定的阅读空间，不必再长途奔波。

此次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首都

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开

展，主要对老年阅读群体构成、阅读

活动开展情况、阅读参与情况、老年

人主要诉求等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北京市老年阅读群

体表现出的典型特征为高学历、高

收入、高需求，北京市老年阅读群体

中，65%是北京本地人，约28%是因

为需要给子女带孩子来北京的“老

漂”，还有约 7%属于外来务工者。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北京市老年

阅读群体的结构比较复杂，“老漂”

和“老龄外来务工”人员占据了相当

大的比例，这部分人群离开自己熟

悉的家乡，远离亲密的朋友，在闲暇

之余开展的社交活动有限。

陆庆宏和老伴2006年从内蒙

古呼伦贝尔来到北京，和女儿在一

起生活，“刚来北京的时候，发现北

京有那么多丰富的文化活动，但就

是觉得自己融不进去。”辗转多年

后，陆庆宏老两口进入银龄书院，

“我们进入读书群体感觉不一样了，

找到家的感觉了。”他们在银龄书院

参加朗读剧演出，在沈从文《腊八

粥》中，陆庆宏演“母亲”，老伴演“父

亲”；在契诃夫《变色龙》中，老伴演

巡警奥楚蔑洛夫，陆庆宏演厨师。

“我们一起到处演出，写阅读笔记，

一起开了微信公众号，生活特别充

实，感情也更加深厚了。”陆庆宏说。

谢淑敏今年66岁，几年前她从

一所中学退休，一下子倍感失落，一

度患上焦虑症，寻求药物治疗。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她在朋友的影

响下参加了线上的阅读活动，“老师

在群里讲课，解读作品，我写作业，

写感想，交作业，每天忙忙碌碌，再

也没时间胡思乱想了。”她说，退休

后家里的很多书都卖了，钢笔也没

水了，一旦重拾阅读重新执笔，久违

的幸福感又回来了。

“北漂”老人在阅读中
缓解孤独

调查显示，线上线下的阅读活

动老人们都会参加，但线下阅读活

动依旧是首选，他们在线下活动中

发现了崭新的自我。其中，约73%

的老年人线上线下阅读一样喜欢，

约24%的老年人更喜欢线下阅读，

仅3%偏向线上阅读。

调查结果表明，线下阅读活动

能提供给老年人讨论交流的平台，

老人们可以走出家门，重建社会联

系，增强幸福感；其次，线下阅读活

动开展的形式更加丰富，既可以开

展阅读品鉴活动，又可以开展朗读

剧、戏剧表演、观影活动；线下阅读

活动还可以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或直播平台的老年人提供便利，将

这些老年人也纳入阅读阵列中。

北京市老年人偏向免费阅读，但仍

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为阅读

付费（单人次百元以内）。

很多老人因参加老年阅读线

下活动重新找回了自我，增强了

自信心。去年初，徐心红第一次

接触到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朗

读剧排练，“我觉得很有意思，把

小说演活了！”后来，从没演过戏、

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她被推到

了台前，“我和大家一起到处演

出、排练，参加活动，忙得都没‘档

期’了。”

62岁的金艺琳坦言：“线下活

动比线上活动更吸引人，更有亲切

感，更能改变人。”去年，金艺琳成

了朗读剧《麦琪的礼物》的女主角，

之后她又演了《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剧目，性格内向的她从没想过自

己有这样的胆量。老人们带着这

些演出进学校、进社区、进书店，把

对生活的热爱也带到了各处。

调查显示，线下老年阅读活动

的开展场地通常是不固定的。老年

阅读组织往往缺少经费，临时租赁

的线下空间往往比较小且相对简

陋，只能对老年人开放比较少的名

额，大量有需求的老人“一票难

求”。66%的老年人表示经历过为

了参加活动，奔波很远的路程；55%

的老人遇到过活动地点偏僻，公共

交通不便的情况；53%的老年人因

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抢票才能参加。

对于未来开展线下老年阅读活

动，老年人期待最多的是“希望能够

有一个固定的老年活动空间”，其中

“非常希望”的比例达66.7%。大家

理想中的老年线下阅读空间应该是

环境优雅整洁，能够提供卫生间，拥

有舒适的座位，且地点固定、公共交

通方便等。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我们小时

候都有少年宫，老了以后就是‘老小

孩’，想找个能看书的地方，和同桌

的你、初恋的人见个面。”对于这件

事，银龄书院创始人薛晓萍也感同

身受。银龄书院创办15年了，始终

没找到自己固定的“家”。“老人们和

发小、老战友见一面少一面，但没有

适合老人的地方，我们到咖啡馆喝

咖啡并不招人待见。”薛晓萍说，曾

有店主非常坦诚地对她说，年轻人

拿着电脑、iPad渲染了时尚气息，而

老年人没法渲染气氛。

“热爱阅读的老年人群，为了参

加高质量的阅读活动，常常需要到

离家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地

方，这对于年龄比较大、不擅长开车

的老年群体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

薛晓萍说，由于都是临时约定的阅

读空间，老年线下阅读活动也可能

因为疫情、会议等取消，是老年阅读

活动难以常态持续化的主要原因。

老人对线下阅读活动
情有独钟

故事
偏好 困境

为了读书
奔波几十公里

建议

城区腾退空间
设立老年阅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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