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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于新贵）由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组织开
展的“全省公共图书
馆首届全民阅读推
广品牌项目”和“全
省公共图书馆首届
全民阅读推广人”评
选活动 4 月 23 日公
布结果。这次评选
经过严格的单位推
荐、专家评审，最终
评选出 18 个“首届
全民阅读推广品牌
项目”和 34 位“首届
全民阅读推广人”。
其中，高唐县图书馆
入选“全省公共图书
馆首届全民阅读推
广品牌项目”；聊城
于东颜、周圆圆入选

“全省公共图书馆首
届全民阅读推广人”
名单。

高唐县图书馆
是高唐县综合性的
公共图书馆，在藏书
特色上注重综合性、
公共性、学术性和地
方性。现有纸质、电
子文献近 40 万册。
高唐县图书馆为全
县读者提供办证、图
书外借、参考咨询、
网上查询等多种服
务。截至目前，共有
持 证 读 者 近 11000
人 ，阅 览 座 席 320
个，年接待读者超过
14.2万人次。

于东颜是聊城
市海源阁图书馆馆

员，参加工作以来，他积极投身阅读推
广事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优质高效
地完成了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工
作。2020 年以来，他共牵头组织各类
活动20多场，3000多人次参与，营造了
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全民阅读氛围。

茌平区图书馆周圆圆，在全民阅读
推广工作中积极主动。2016 年 6 月以
来，她每周六早上7点在茌平区人民广
场与群众共同阅读经典。她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其中，
开展专题讲座200余场，经典读书会40
场，周末公益小课堂26场，暑期青少年
国学读书夏令营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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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宗锋

“今年我阅读的小说比较多，至今读
了快20本了。”4月19日，和记者交流时，
55岁的东阿市民张秀功说。

他所说的20本书，都是电子书。
无论纸质书的书香多么让人沉醉，质

感多么值得称道，不可否认，在电子书的
便捷、节约、互动性强等特性面前，纸质书
显得有些落伍。与人们以前印象里年轻
人才青睐电子书不同，如今更多中年人甚
至老年人，也开始把目光转向电子书阅
读，并乐此不疲。

全民阅读，看电子书还是纸质书？市
民的看法是，“殊途”可以“同归”。

轻松检索便于交流
他们切实感受到电子书的好处

张秀功有早起阅读的习惯，早上5点
多起床，看 1 个小时书。晚上忙完了，再
看两三个小时书。“一般早上读哲学，晚上
读文学。”他说，尤其是在阅读哲学书时，
切实感受到电子书的好处。

“一本电子书，可能是很多人同时在
读。遇到感兴趣的段落，做个笔记或写点
心得都很方便。”张秀功说，自己有时读到
需要思考或者感觉不好理解的地方，可以
轻松检索，或者去看一下其他书友的心
得，每次都有启发。

48岁的冠县语文教师李艳霞，喜欢通
过微信读书 App 看古诗词鉴赏类和散文
类书籍。她从去年开始接触电子书，如今
已经读完40多本，也切实感受到电子书检
索的方便。“电子书可以随时查找不认识
的字或典故，帮助我弄懂古诗文。”李艳霞
说，尤其是看其他书友的评论，对于拓宽
古诗文鉴赏知识面，太重要了。

在向阳路颐馨园小区居民赵晶看来，
电子书阅读的一大好处是互动性强。“比
如微信读书，除了可以及时看其他人的阅
读心得，还有小圈子等功能，帮助大家就某
一本书或某一段落互相讨论，这也是一个
长见识的过程。”赵晶说。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张秀功还是李
艳霞，在大量阅读电子书的同时，并没有
把纸质书扔到一边。“纸质书的直观易读，
是电子书比不了的。”张秀功说，尤其是哲
学类书籍，需要反复阅读，这时候，纸质书
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李艳霞至今订阅
着《读者》《中国地理》等杂志，每天挤出两
个小时，交叉着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此
外，她还提到，尽管有些书可以找到电子

版，但她还是会去买纸质书，二者比对着
看，有时会有奇妙的感受。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广涛，对于纸
质书情有独钟。他研读《道德经》多年，每
个版本的《道德经》上，都有他的大量手写
批注或心得。翻开一页，甚至能清晰看出
不同时期，对于同一段话不同的理解，简
单直观、清晰明了。“电子书籍，就很难做
到这一点。”刘广涛说。

形式多种多样
读书本身魅力无穷

轻松携带，随时可读。尽管电子书在
视力损害、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始终争议
不断，但根据2021年第七届中国数字阅读
大会发布的《2020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
告》，2020 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
351.6亿，用户规模达4.94亿，人均电子书
阅读量达9.1本。

电子书，早已成为助推全民阅读的更
大载体。

而回归全民阅读这件事本身，读书人
的看法并无二致。

在李艳霞的感受里，就像别人喜欢华
服美食，喜欢喝酒打牌一样，阅读于她是享
受，带来的是心灵的安慰和愉悦。

2020年，张秀功专门统计过，那年，仅
电子书他就读了40多本。在他看来，读书
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一个人的一
生就是阅读的一生。读书、读人、读社会，
更重要的是读自己。”张秀功说，人可以通
过读书，借别人的思想构建自己的认知体
系，可以在阅读中与古人对话，与远在千
里的人对话，去触摸历史，去交流思想，去
感悟人生，去启发心灵，“没有阅读的生活
是无味道的，是没有色彩的”。

读书形式多种多样，而读书本身魅力
无穷。如今，赵晶在读《毛泽东选集》；刘
广涛开启了新版本的《道德经》研读历程；
李艳霞在读《欧丽娟品读古诗词》；张秀功
读完了法国作家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
公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
子》，正在读英国作家萨曼·鲁
西迪的《午夜之子》。在这个4
月，尽管疫情不时添乱，但
春光正好，书山有路，以个
人阅读为全民阅读添彩助
力，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