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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的书，一座书的城。
4月23日，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受宁波市委宣传部委托，发布《2021年宁波市居
民阅读调查报告》，共包含6大类指标。

结果显示，2021年宁波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为91.8%，较2020年
宁波的 91.2%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远高于 2020 年全国平均水平
（81.3%）。2021年成年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36本，人均电子书
阅读量为3.66本，均较上年有所增长。

报告发布之际，记者采访了宁波市委宣传部出版和版权处、宁波图书
馆、阅读机构相关负责人与爱书人士，邀请他们对报告进行解读，从而了解
到“书香宁波”背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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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1：

成年居民
综合阅读实力强劲

居民综合阅读率是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居民综合阅读素养的最基本指
标。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
81.3%，而在宁波，无论是 2020 年的
91.2%，还是2021年的91.8%，均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主要城市
中，该项数据也处于领先地位。

宁波市委宣传部出版和版权处处
长谢安良分析，这一成绩的达成与近
年来宁波持续全面推进全民阅读，出
台各项举措，举办各类阅读活动，营造
浓厚的城市阅读氛围关系密切。尤其
是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宁波
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宁波成为浙江
省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
城市，在全国也属走在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纸质图书的阅读在
去年有所“复兴”。2021年宁波市成年
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36本，较
2020 年宁波的 5.25 本多 0.11 本，较
2020年全国的4.70本多0.66本。

在数字阅读抢占市场的今天，该
项数据的回升表明，泛着墨香的纸质
图书在书友中仍然有着稳定市场和不
可取代的地位。

记者 顾嘉懿指标2：

数字阅读助推
全民阅读综合实力提升

难以否认，以移动端为主要方式的
数字阅读，越来越多地成为宁波市居民
阅读的重要载体。2021年，宁波市成年
居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87.2%，这一数据较上一年的86.5%又增
长了0.7个百分点。

2021年推出的宁波市数字阅读公共
空间推广计划“阅读驿站·云听宁波”，成
为该年度全市全民阅读实现数字化升级
的重要抓手。作为主导部门的负责人，
谢安良认为，引导和推动数字阅读不仅
在于设备本身的便利化，也在于城市阅
读空间的打造提升、丰富其内容，推动阅
读方式的便利化，使城乡居民时时能阅
读、处处能阅读。

去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与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云听合作，在全市公共场所、
空间布局推出了70个公益性数字阅读
驿站，这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在
全国首个落地的公共阅读项目，取得较
好的应用效果。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2021年，宁波市有近三成（32.2%）的成
年居民有听书习惯，较2020年全国平均
水平（31.6%）高0.6个百分点。

此外，宁波还积极推动公共阅读资
源数据库建设。2021年度，宁波网络图
书馆发布正式数据库38个，试用数据库
22个，全年点击次数为5773万次，下载量
143万次。

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介绍，2021
年，宁波图书馆推出了全新阅读品牌“天
一云读”“天一听书”。前者着眼于推荐电
子阅读图书资源，后者专注于有声阅读的
资源分享。

指标3：

居民对阅读重要性
认知水平提升较快

据调查报告的数据分析，随着城市
阅读氛围的日益浓厚，宁波市成年居民
的阅读理念渐趋成熟，对阅读的重要性
认知程度较高。89.9%的宁波市成年居
民认为在当今社会，对于个人的生存和
发展来说，阅读是重要的（包括“非常重
要”或“比较重要”两个选项）。

我市养老行业从业者朱以奇是一位
纸质图书的忠实拥趸，也是爱书人的代
表。网名“老猪菜刀”的他今年46岁，坚
持每天固定读书两个小时，多为纸质阅
读。在他看来，每个人喜好阅读的书籍
类型或者是分阶段的。比如他本人，“少
年时喜欢读武侠，比如金庸、古龙；一段
时间特别喜欢读故去作家的作品，比如
路遥、王小波等；一段时间喜欢读人物传
记，比如《乔布斯传》《硅谷钢铁侠》等；有
段时间特别喜欢探险类的，比如《1000
种极致探险体验》《航海手册》等”。

喜欢旅行的朱以奇钟情于有侠义和
探索精神的人物，“如《先生》《月光落在
左手上》《百岁人生》等书，让我对大师的
风骨、对生命、对自然产生强烈的敬畏
心，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卑微，所以
更要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珍惜当
下，陪伴家人，热爱生活”。

指标4：

全民阅读品牌活动
推动持续有力

2020年4月，浙江书展永久落户宁波，
这无疑是宁波推动阅读品牌落地的重大
标志性举措。已连续举办七届的浙江书展
业已成为浙江省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盛会
和全国一流水平的特色书展，对书香宁波
建设和提升宁波文化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
用。

而在品牌体系建设方面，近年来，宁
波既举办了吸引3000多名市民报名的全
市朗读大赛，也推出了有近万名中小学生
参与的中小学生课文朗诵大赛；同时还打
造出沙龙式的特色阅读品牌活动，如“席
地而坐·斯文在此”读书沙龙、“天一夜读”
等高端阅读活动品牌，形成较好的传播效
果。今年，宁波还将启动“大地阅读”计
划，让阅读回归自然，与四时节令相应，通
过朗诵、民谣与民乐演奏、歌舞等形式推
广文学经典与自然诗篇。

值得一提的是，“甬·书循环”项目创
立两年中，已在全市设立300多个书循环
点，建立起图书循环公益生态系统。
2020年以来，“甬·书循环”扩大公益半
径，延伸至结对援建地区。去年向新疆库
车第一中学捐赠近2万册图书，2021年
还发起“爱不孤‘读’——书香‘甬’动大凉
山”公益活动，向四川凉山州学校捐书7
万册和捐赠15万元专款，以书为媒，传递
甬城爱心，努力实现两地文化共享、精神
共富。

指标5：

城乡公共阅读服务
效能不断提升

近年来，除了公共图书馆、书店外，
宁波着力系统推进城乡公共阅读服务圈
建设，以建设书香小镇、城市书房、农家
书屋、职工书屋为抓手，形成多维度、多
层次全民阅读空间。

目前，海曙区高桥镇、宁海县前童
镇、江北区慈城镇、余姚市低塘街道等
全民阅读特色小镇培育已初露雏形，全
市提升建成100家示范性农家书屋2.0
版，推出了64家特色城市书房，1家24
小时城市书房，4家24小时数字阅读城
市书房，建成2000余家职工书屋，其中
全国级书屋 81家，省级 731家。散落
在城市角落的筑香书馆、岭读书房、立
早书斋等一批公益型城市书房，已经成
为城市阅读新阵地和靓丽的城市文化
风景线。

今年，我市还将积极推动天一阁·月
湖景区打造宁波书香核心区，引进更多
知名书店，搭建读书沙龙、书肆集、换书
大会等特色鲜明的固定活动平台，构建
融藏书、售书、读书、换书、晒书于一体的
书香文旅圈和书香一条街。

此外，宁波还致力于培育阅读组织、
建立领读人队伍，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
动全民阅读。据统计，目前全市有一定
规模和影响的阅读组织有200余个，宁
波市朗读联合会、稻读公社、皓哥读书、
纸飞机童书馆、“盲人读书会”等阅读组
织影响力不断增强。由各行各业先进模
范人物为代表发展的领读人队伍也在不
断壮大，发挥引领、组织作用。

如皓哥读书阅读团队，以“阅读+朗
读+走读”三读为阅读分享特色。去年，
皓哥读书全年共开展阅读推广活动53
场，线下参与人次超5000人次，线上观
看超10万，成功获得浙江省首批最美阅
读团队称号。

指标6：

未成年人阅读状况
持续向好

报告通过对亲子阅读行为的分析发
现，2021年宁波市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
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90.0%，家长
平均每天花费31.86分钟陪孩子阅读，此
外，该年龄段儿童家长平均每年带孩子逛
书店次数为3.92次。

我市纸飞机童书馆馆长陈菁菁在推广
亲子阅读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其实现在很
多家庭都不缺整面墙的书，也不缺各种高
级的阅读工具，但如何把这些书和工具与
孩子的阅读习惯真实地发生链接，让他们
觉得阅读是一件亲切的事情，而不是为了
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和同学比拼去阅读，
仍是需要家长思考的。”

在陈菁菁看来，儿童阅读的意义在于
帮助孩子建立语感和语言运用能力，帮助
他们在成长道路上挖掘潜能，帮助他们走
得更远。

“在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的过程中，及时
给予他们正向的反馈与良好的互动是非常
重要的。”陈菁菁建议家长，而今许多绘本
不完全是少儿读物，很多也是写给家长看
的，“不妨与孩子共读一本书，或相
同题材的书，加强彼此间
的交流，既能丰富孩子
的想象力，也能
形成良好的
家庭阅读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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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宁波居民综合阅读率再上新高

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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