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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报刊亭：能否继续扮靓城市风景
清晨，当一抹霞光染红天际，在云南省保

山一中校门口的报刊亭里，李安平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三五个学生结伴而过，笑盈盈地送上
问候。在这一声声问候中，李安平度过了23个
春秋。她爱这些孩子，也爱自己的报刊亭：“报
刊亭就像家人，真的离不开它了。”

报刊亭是展示城市肌理的微型窗口，是跃
动于书香社会的曼妙音符，以一种润物无声的
方式进行文化倡导和信息传播。在时代前进的
步伐中，很多报刊亭举步维艰，甚至渐渐消失；
然而，也有一些报刊亭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在
留住油墨清香的同时，进行着功能上的多样化
探索。

一边是数量的锐减，一边是功能的增加，
一减一增之间，报刊亭能否成为“不会消失的
风景”？

城市街头
那抹难忘的文化亮色

李安平的报刊亭不大，仅有三四平方米。
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各类报纸杂志、小说
书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别看亭子小，但就
靠它，我和老伴儿供出来了两个儿子，老大在
北京念完大学，又参加了工作。”对她而言，报
刊亭是生计所系，更是情感所寄。

2000年，李安平和丈夫双双下岗。经人介
绍，经营起了一间报亭。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多
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建设报刊零
售亭的通知》，引导报刊亭在安排下岗职工、满
足文化需求、方便市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3年后，家住浙江杭州的莫永平也放下了
“铁饭碗”，在邮政报亭里找到了一条新出路。

这位健谈的中年人戴着眼镜，头顶咖色渔
夫帽，说起话来，笑纹爬满脸庞。他说，经营报
亭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自己参与社会生活、了
解大千世界的纽带与桥梁。

莫永平报亭的顾客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年纪
在60岁以上的退休教师、干部；另一类是在读的
大中学校学生。“当看到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拄
着拐杖来买《读者》，或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来
买英文报纸时，我总想为他们多做些事。”

时间一长，报刊亭“粘”住了不少顾客。既

然大家都有读书看报的喜好，为何不以报刊亭
为“聚点”办一个免费读书会呢？莫永平的想
法，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推
出的《城市书签》公益阅读活动不谋而合。于
是，读书会的活动开始了。

每次活动，都有不少街坊搬着小凳子赶
来，坐在报刊亭前，手捧书报，时而思考、时而
探讨，还有人视频连线远在海外的朋友，让墨
香弥漫的阅读体验无远弗届。

与莫永平不同，90后青年乐科恩将经营报
刊亭当作创业的起点。在料理报刊亭的同时，
她喜欢和顾客聊天，把大家愿意分享的家长里
短掰开了、揉碎了，制作成生活气息浓郁的短
视频，其中不少竟然成了“爆款”。这方报刊亭，
也渐渐成为人们身边一片亮丽的风景。

近年来，在广州、杭州、长沙等城市，一批
报刊亭拥有了更加时尚的外形，除了延续售卖
报刊的“主业”外，还增加了“互联网+”服务业
务，其因新功能、新特点而备受关注。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杜振华
介绍，我国城镇报刊亭主要由邮政、报业集团
和民营等主体设立，邮政报刊亭数量占比过半
并居于主导地位。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
刊亭数量锐减，其经营方式普遍由单一售卖报
刊向提供综合性、数字化服务转型。

传统报刊亭
缘何式微

“我上大学时，报刊亭是个令人着迷的地
方，那时常常买报、剪报作为收藏。”南开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孙兵记得，1990年北京举
办亚运会，自己专门跑到报刊亭，购买了开幕
当天的一份报纸珍藏至今。可直到有一天，当
他发现学校里的一座报刊亭正被拆除时，才意
识到自己已有十几年没再造访过这类“小亭
子”了。

莫永平对报刊亭不断减少的事实更是深
有体会：20年前，与自己同期开办的报刊亭有
400多家，如今却只剩下60多家。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师生团队
曾对北京市海淀区二环至四环以内的街道进
行走访调查，他们告诉笔者：2013年至2021年

间，所调研区域的报刊亭数量从近280家减少
到130家左右，减幅超过50%。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报刊
亭锐减是普遍现象。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
国邮政报刊亭总数由2010年的2.8万处下降
到2022年的0.8万处，12年间下降了71%。仍
然存在的报刊亭，也大多经营困难，或依靠五
花八门的“副业”艰难谋生。

报刊亭逐渐式微，到底有哪些原因？
许多受访者认为：报刊亭所代表的传统售

卖方式，难以与时俱进地跟上数字化转型的趋
势。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移动互联网迅猛发
展的今天，公众阅读习惯发生改变，获取信息
的时间、空间变得多元而灵活。纸质书刊不再
是阅读的主要渠道，逐渐淡出大众尤其是青年
人的视野。

“一方面，书报杂志的人工、纸张、市场成本
不断攀升，售价也随之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公
众更倾向于通过电子阅读免费获取信息，一定
程度上压缩了报亭的存在空间。”杜振华分析。

从经营者的角度看，报刊亭管理运营基本
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代理方多是不具备太多
经营技能的普通群众。“在市场要素日渐复杂，
信息管理更加先进的今天，多数经营者难以适
应市场变化的需求。”受访专家普遍认为。

“城市报刊亭所属类别各不相同，如何归
口管理不够明确。”杜振华表示，如果有一个统
一的监管部门统筹推动，报刊亭的转型整改应
当会更加顺畅有序。

探索转型
让书香永驻街头

当下，城市更新改造如火如荼，是否还应
为报刊亭留出一席之地？很多受访者认为：报
刊亭确实不再有往昔那样“遍地开花”的可能
性，但不少老年人、纸质阅读偏好者、书报收
藏者等仍然对它们有需求，同时，它们的存在
让城市的文化气息更加浓郁。因此，如果能在
分布位置、功能作用等方面科学设置、转型提
升，保留一定数量的报刊亭不失为一件“美好
的事”。

一些为报刊亭转型而进行的努力，正在悄

然发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报

刊亭工作人员曾走访了数十家报刊亭，在一次
次恳谈中找问题、听意见、谈想法，最终形成的
改革方案得到了经营者的支持。

“数量上做减法，服务上做加法。”他们将
这种探索总结为“三新”，即：新模式，在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选择不同地点的报亭增设“众创
公益直播间”等数字服务平台；新服务，推动闲
置物品循环利用以及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落地
生根；新力量，引导青年创业群体参与，为报刊
亭注入创新活水。

“报亭又热闹起来了！”现在，江苏南通崇
川区居民已经习惯了到身边的报刊亭阅读打
卡。点一杯咖啡，往小椅子上一坐，翻几页最新
的报纸杂志，惬意和美的“街头风景”生机盎
然。这，得益于当地协调相关部门，为报刊亭新
增了售卖咖啡等业务，丰富其经营模式，更好
地满足市民生活需求。

报刊亭转型的“新芽”，也在南国沃土上悄
然萌动。

近年，一批深红色调打底、造型精巧的智
能报刊亭成为广州街头“新宠”。除了主营自助
售卖或借阅书报外，这些小亭子还具有生活缴
费、手机充电、共享雨具等便民服务功能，与公
众之间的贴合度进一步增加。

杜振华曾系统梳理过国内外报刊亭转型
发展的经验，她认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关
键举措之一。“借助数字技术为报亭赋智、赋
能、赋值，合规拓展经营范围，升级改造零售终
端，增强人性化设计。”

“在城市规划与治理中，政策制定者应深
入调查研究不同报亭的特点、价值以及适宜其
发挥作用的场合，因地制宜、适时施策。”孙兵
认为，报刊亭应与城市其他要素有机融合，作
为市域规划建设的工具之一，促进城市更新改
造与文化信息传播。

“政府应当在财政支持与税收优惠方面给
予报亭一定扶持。”杜振华认为，报刊亭的管理
制度也应更加明确，加强统一的机构管理，突
出其公益性，让报刊亭真正成为弘扬文化、服
务人民的新型驿站，为城市街头增添色彩。

（《光明日报》李晓丰瑶张川惠子）

夕阳照芦花 李陶摄

难忘的甜酸鲫鱼汤
◎ 陈斌

我家住在渝西的一个小山村。儿时，每逢
过年或重要节日，母亲都要做一盆甜酸鲫鱼
汤。这道菜极为普通但十分可口，既是我记忆
中的美食，又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对于
离开故土很多年的我，是一道永远透着故乡情
怀的佳肴。

民以食为天，儿时尽管物资匮乏，但曾经
吃过的甜酸鲫鱼汤，直到今天，仍然觉得是一
道美食。

小时候，家里要做这道菜时，母亲便吩咐
父亲去鱼塘捉一些鲫鱼，地道的“土鲫鱼”。农
家自养的纯天然生态鱼，每条鱼也就二三两。
捕捉上来的鱼，由父亲在鱼塘边剖开鱼腹，把
鱼清理干净。

父亲把清理好的鲫鱼交到已在厨房等候
的母亲手上，接下来就是母亲展示厨艺的时
候了。

母亲做的甜酸鲫鱼汤，其制作不如某些大
菜那样工序繁杂费周折，但要掌握要领亦非易
事。母亲用双手给鲫鱼抹上少许盐，仿佛是在
给鲫鱼做了一次按摩，然后再拌以料酒、花椒、
老姜片，打入鸡蛋清，调和淀粉至鱼中，不断搅
动盆中鲫鱼，使调料和淀粉均匀附着在鲫鱼表
皮。这算是第一道工序。

不一会儿，厨房飘散出农家自榨菜籽油升
温后激发出的香味。这个时候，还是小孩子的
我就会跑进厨房，垂涎欲滴地看着母亲的每一
个动作。只见铁锅内菜籽油冒着青烟，估计油
温升至90度以上时，母亲将鲫鱼放入锅中煎
炸约三四分钟，观其呈金黄色，鱼表皮上淀粉
略为焦脆时起锅，置于器皿中。

第三道工序是调制鱼汤，只见母亲在盛装
猪油的陶罐里面舀上一大勺猪油置于锅中，待
其慢慢融化、升温，放入葱姜末、豆瓣、泡椒等
于油锅中翻炒，直到香气溢出，掺入洁净井水
煮沸，再倒入煎炸好的鲫鱼，盖上锅盖，焖煮约
八九分钟。最后，放入调配兑好的陈醋、白糖水
汁起锅，撒上少许芹菜即可。一道甜酸鲫鱼汤
就这样出锅了。

甜酸鲫鱼汤端上桌子，顿时香气扑面而
来，肉质细腻滋润，鲫鱼表面呈润黄色，用筷子
轻轻拨开鱼肉，其肉为纯白色。尤其是鱼汤诱
人食欲，甜中含酸味甘洌不涩，酸中回甜味道
悠远。具有开胃健脾，祛风除湿的功效。这就是
记忆中儿时吃到的最美佳肴。

进城工作很多年，渐渐远离故土的甜酸鲫
鱼汤。但甜酸鲫鱼汤带给我的美好记忆，始终
未曾忘却，以至成为浓浓的乡愁。

“好希望小区附近有个城市书屋，闲暇时
约上朋友一边看书一边喝茶。”日前，有市民
表示，希望身边有更多的阅读空间，满足阅读
需求。笔者梳理湖北省武汉市城市留言板上
近日关于增加城市书屋或图书馆留言发现，
相关部门都做了积极回应，要么公布借阅点，
要么表示相关工作正在推进或即将完工。（11
月19日《长江日报》）

阅读是生活的需要，体现群众对更美好

生活的追求。书香中国、书香社会，阅读圈是
重要载体。阅读空间是城市的文化“标点”，接
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方便群众
阅读，丰富精神生活。如果说公共图书馆是支
撑全民阅读的主体，那么分布于各个社区的
城市书房、街边“微·书馆”等阅读空间就是神
经末梢。

阅读空间不仅是阅读的所在，更是市民
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阅读空间建设，是延伸
和拓展图书馆阅读功能，方便市民就近阅读，
打造全民阅读新平台，把书香社会建设向纵
深推进的惠民举措。一些城市的阅读空间实
质上就是“图书馆+书店”，拥有一定的书源
支撑，实现借书、购书、看书“三位一体”。在这
里，群众可以品一杯茶、读一本书、看一份报，
轻松享受“家门口”的阅读体验。

与硬件投入相比，建一处活一处，运营好
更为重要。为增强阅读空间可持续性，一些城
市在融合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如杭州
市“西湖书房”通过与喜马拉雅合作开展有声
图书服务，烟台市在社区图书馆中开设咖啡
厅等，使运营经费自给自足得到保障。

基于阅读习惯、阅读兴趣与阅读方式的
差异化，采取差异化方式满足需求，才能触
动阅读“兴趣点”。除了常态化更新丰富图书
资源，还应在精细化、精准化上下功夫。针对
青少年特点，可建立积分机制，并辅以适当
激励；针对部分上班族的生活节奏，不妨将
阅读空间办成放松身心的场所；针对老年人
养生保健需求，可组织经验分享活动；还可
以通过阅读家庭等级评比等，将阅读深度引
入居民生活。

多元化探索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 张全林

2023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
将在广西举行

本报讯（秦雯）11月22日，笔者从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
同主办的2023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将于
12月1日至8日在广西南宁市举行，届时来自
全国27个省区市35个剧种的50个剧目将精
彩登场，集中展现各具特色、各有成就、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的地方戏曲艺术。

2023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参与度大、
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多剧种百花齐放，参演
的地区、剧目和演员数量较去年有较大增长。
组委会从全国100多个申报剧目中遴选出50
个剧目（折子戏）参展，汇聚来自北京、广西、
山西、河北等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46个艺术院团，涵盖秦腔、越调、豫剧、邕剧、
粤剧、花鼓戏等35个地方戏曲剧种，浙江越
剧《珍珠塔·惊塔》、广西彩调剧《刘三姐·盘
歌》、山西晋剧《双龙戏八仙》、江西赣剧《江边
会友》等50个剧目（折子戏）将组成10台专场
演出及开闭幕式演出。越剧女小生陈丽君、桂
剧青衣柳依伶、秦腔小生李宇、第六代“刘三
姐”代表赵华湘等一批戏曲新秀将亮相展演
舞台，带来一场场独具风格的演出，展现不同
剧种的表演艺术精粹、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
族风情。

据介绍，本次活动坚持艺术为民宗旨，演
出门票将全面上线“广西文化惠”平台，采取惠
民低价模式发售，观众可通过平台购票并享受

“秋冬游广西”消费季优惠，到广西民族剧院剧
场现场观演。所有演出还将通过“文艺中国”视
频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直播。

2023陕南民歌节
暨第三届陕南民歌大赛
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近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汉中市委
市政府主办的2023陕南民歌节暨第三届陕南
民歌大赛在镇巴举行，以节庆为媒，以民歌会
友，传播和交流民间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陕南民歌，是陕南地区的传统民俗文化，
也是不可多得的非遗文化瑰宝。自古以来，陕
南地区便有传唱民歌、山歌之风俗，纪录片《望
长安》中提到：翻过秦岭，便进入婉转的陕南民
歌世界，《诗经》中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
在这一带。两山夹一川的山地结构，连通秦地
与蜀汉、荆楚，也为朴实自然、优美动听、细腻
舒展的陕南民歌提供了生长的沃土。这些在心
灵中诞生、在时光中酝酿的民歌，带着丰富的
情感，含着陕南人的乐观和豪放，在此次民歌
节和民歌大赛中尽情绽放它们的魅力。

民歌节为期10天，其间举行了“唱游班
城、乐购老街”、第三届陕南民歌大赛优秀曲目
展演暨景区授牌仪式、“秦巴药库、康养福地”
镇巴县中医药健康及文旅产业推介、“巴山乐
事集”，苗乡风情消费体验、“寻味土菜、香逢镇
巴”镇巴土菜厨艺大赛、《镇巴民歌曲谱集成》
出版发行仪式等活动。 （中新网穆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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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

11月24日，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群表示，要做好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落地落实。他
强调，要树立文物保护靠科技的意识，着力加
强文物领域科技攻关，坚决夯实创新发展人才
基础，持续完善文物科研平台体系，加强文物
领域国际科技合作，改革优化文物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

本次会议全面回顾了“十三五”以来我国
文物科技工作取得的成就，提出了新发展阶段
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和关键举措。

“十三五”以来，科技对文物工作的支撑引领作
用日益增强。文物防火、防盗、防震、防虫霉装
备研发快速迭代，文物风险防控和预防性保护
水平大幅提升。深海考古专用自主水下机器
人、水下考古专用船等我国自主研发的专业装
备投入使用。石窟寺岩体加固及裂隙渗水治
理、土遗址保护加固等文物保护技术取得重要
突破。考古测年、古DNA捕获分析等技术方法
不断拓展，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提供了新证
据。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科技进步为文
物保护和展示利用保驾护航。

（《中国文化报》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