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睛

A 大珠小珠

A 一周声音

A 画中有话

10月29日，安庆市人民路步行街上的“前言后记”书店
历经7个月的修缮与改造后，再度开放，吸引了诸多惜书、
爱书、读书的市民涌入书店。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书店
的前身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劝业场，今年4月还被评为“最美
书店”。数字阅读时代，为何会在最古老的劝业场恢复当
下并不景气的书店？实体书店还会被需要吗？

自西汉时期的“书肆”算起，我国的实体书店已走过
2000 多年的历史。其间，名称虽不断变化，从书肆、书
坊、书局到书店，但其内涵和使命一直很明确。1949年，
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每解放
一座城市就要立刻着手办理4件事，即开办银行、邮局、
供销社和新华书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华书店承载
了每一代中国人关于书、关于读书的集体记忆。

但是，进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数字化浪潮
的冲击让实体书店面临生存的艰难和发展的困境，总能
看到一些关于书店难以为继、书店关门倒闭、书店转便
利店的消息，风雨飘摇中的书店命运多舛，过去在一个
城市中心位置必有一席的实体书店已经难觅踪影。因
此，当看到安庆最美书店“前言后记”在城市中心区重装
开放，当一个四线城市的小书店能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中被评上“2023年度最美书店”，当每天有数千人走进

书店捧读一本本书籍时，我们不禁击节称道，实体书店，
重回读者视野了，一个城市需要实体书店赓续文脉。

实体书店是一个城市爱书之人、读书之人的一片弥足
珍贵的栖息地。过去数年，移动互联网所致的数字化进程，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许多读者逐渐意识到自己
正在丧失阅读长文字的能力，更被快餐式阅读剥夺了深度
思考的空间。他们开始怀念纸质书籍带来的丰沛、专注的
阅读体验，渴望在实体书店中找回被知识浸润的实感。

数字阅读时代，人们钟爱在实体书店挑选、阅读书
籍，是因为它能提供沉浸式的阅读场景与氛围，帮助读
者从电子屏幕的使用中抽离出来，从而唤起人们对“阅
读”本身的感知，能引领读者更快地进入文本，回归传统
阅读方式与思考状态。

数字阅读时代，实体书店是志趣相投的爱书之人交流
对话的场域。实体书店的书籍品类的选择与品牌塑造，折
射着各自坚守的理念与取向。读者们可以自主选择心仪的
书店进行阅读，在其中找到与自己阅读品味相似、价值相投
的读者社群。他们在线下空间感受在场的真实性，在一系
列与书籍、文化有关的活动中交换观点、找寻文化认同。

数字阅读时代，积极转型中的实体书店兼具知识传播、
休闲娱乐、社群交往等功效，读者的多重需求被一站式满

足。前言后记安庆劝业场店在内部设置了22个书吧，人们
得以在不同的专区游览体验，回溯宜城往事，感受徽派文
脉。同时，书店提供咖啡茶饮、衍生文创产品等售卖服务，将
阅读空间打造为文化气息浓厚、商业服务齐全的综合体。
读者们因此愈发乐意走进书店，在轻松、舒适的线下环境中
以书与咖啡为伴，度过一段专注、沉浸的阅读时光。

长久以来，“纸书已死”“书店将死”的论调甚嚣尘上，
但实体书店却从未消亡。据《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
业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大约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面
世，一大批实体书店与“前言后记”一样积极尝试跨界经
营，将图书经营与喝咖啡、品茶等场景结合在一起，打造
成“书店+餐饮”“书店+文旅”“书店+戏剧”“书店+活
动”……在这些公共阅读空间中，人们重拾了深度阅读与
思考的能力，感受着柔和有力的人文关照，在对话与交流
中与书友们建立新的连接。实体书店正在转变为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并逐渐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数字阅读时代 我们仍需要实体书店
□ 薛柯

道在日新，艺亦
须日新，新者生机
也。每周一谈媒介
新变，用敏捷的眼光
捕捉，用朴实的文字
表达。本期内容将
探讨数字阅读时代，
我们为何仍然需要
实体书店？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某小区某栋9层住宅楼业主于
2017-2018年商议加装电梯，44户业主中有32户业主同
意。居住于3楼、年近八旬的业主郭某因有异议未参与
出资。电梯投入使用后，郭某提出希望在补交相应集资
款后使用电梯，但32户业主认为郭某前期对加装电梯有
异议，导致加装电梯工程延误一年多，反对其使用电梯。

郭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认为，郭某与其他业
主对电梯享有使用权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郭某使用该电
梯并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
决定的事项，亦不会导致其他业主使用电梯的合法权利
受到损害，故无须经多数业主同意。依据公平原则，使用
电梯应以交纳集资款为前提，故法院判决郭某支付增设
电梯集资款后，由该住宅业主代表向郭某提供电梯卡，供
其搭乘电梯使用。

目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没有电梯的老式住宅
让老年人出行不便，爬楼成老人生活中的“苦恼”，而且随
着年纪越来越大，腿脚普遍不便，问题还将更加突出。对
老楼加装电梯，每个人都要有点同理心。

加装电梯作为民心工程，攸关群众切身利益，有着公
益的性质，让老楼居民也能与时俱进地改善居住和出行
条件，也深得人心。有些低层业主以为加装电梯与自己
无关，其实还是有关的，老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在
人家安装电梯的时候，给个方便，至少，也是“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吧。至于如这位业主郭某，虽住3楼、但毕竟年
近八旬，加装电梯终究也是得利的。

老楼加装电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法律上
并非要求所有人都同意方可加装电梯，而是采取以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决策，加装电梯后，“在整体上不妨
碍采光、通行、通风等相应权利的情况下，低层住户对小
区加装电梯应负有适度容忍义务。”当然，这终究也需要
一个邻里和谐的氛围。加装了电梯，依然是邻里。因此，
对于老楼加装电梯，在协商时，邻里还是应该多点包容。
从这个角度，这起判例很有警示意义。

老楼加装电梯
邻里多点包容

□ 钱夙伟

11月8日，最高人民法
院、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

布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典型案例。近
日，其中一案例“老人反对装电梯建好又想用
被全楼拒绝”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11月13日人民网）

近几年，我市由点及面，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不断提高发展的含绿量含金量。建成国家级与省级
绿色工厂 18 家、41 家；市经开区、桐城经开区入选国
家级绿色园区。同时，大力实施“百项技改”行动，引
导企业持续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实现降本增效。

我市还推广资源利用节能环保产业“加速跑”，使
我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含绿量”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发
展水平显著提升。

确实，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我市要工业
立市、工业强市，工业必须要立在“绿”、强在“绿”上，
必须要抢抓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发展的新
机遇，不断提升绿色产业体系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牵引作用。

我市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我们要继续向风要电、
向水要电、向光要电，不断提升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逐
步减少对煤炭能源的使用，打造可持续的绿色能源供
应体系。要将先进的绿色工艺技术、管理理念注入传
统产业，建立低耗高产的制造体系，使之焕发绿色活
力。在此过程中，要强化科技赋能，组织开展重大技
术攻关，提升产业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通过强化产
品质量、功能、品牌等建设，不断提升产品价值链位
置，通过科技创新这“关键变量”把“双碳”的严峻挑战
转变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市新增注册节能环保类
企业 1078 家，规上节能环保产业年总产值 94 亿元，
较2021年增长11.3%。且今年节能环保产业专班新招
引项目 28 个，总投资额 630 亿元。我们还要在招大
引强节能环保龙头企业上实现新突破，打造出全省
重要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体现出我市高质量发展
最美底色。

同时，要加快推动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打造出可
持续的绿色发展优势。此外，要着力营造产业绿色发
展生态。这也是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孕育成长壮大产业的过程。以此营造良好的产业
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促进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
置，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逐步构建成我
市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现代工业体系。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市工业绿色转型虽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犹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加上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
为功。我们要加强对企业绿色化转型“能效比”的监
管，用奖惩机制督促企业以最低的能耗排放实现单位
效益的提升。我们的工业园区也应充分发挥责任主
体作用，让绿色制造以园区为轴心向四周辐射，让工
业的“绿色”向周边产业链晕染。

以绿色工业打造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
□ 潘天庆

推动制造业绿色
化发展，既是加快“五
大宜城”建设内在要
求，也是推进安庆新
型工业化的重要举
措，更是加快“进百
强、上台阶”的必然选
择。近年来，安庆市按
照“打造绿色品牌、推
广资源利用、加强节
能监管”工作思路，推
动宜城工业从逐“绿”
而 行 到 点“ 绿 ”成
“金”。（《安庆日报》11
月7日）

某网红直播间低价叫卖的学习机，却比其他平
台的销售价格贵了 1700 元；标价千元的床上四件
套，成本仅百元；直播带货 525 万元，其中 495 万元
为刷单……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直播带货乱象成
了热搜“常客”。原本奔着“薅羊毛”去的网友粉丝，
最终却惨被“割韭菜”，维权困难。

（据2023年11月09日 工人日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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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个品牌被移出“中华
老字号”

近日，商务部网站公布了《商务
部等5部门关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
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
长期经营不善的55个品牌，移出中华
老字号名录；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
的73个品牌，要求6个月予以整改；
继续保留1000个经营规范、发展良好
的品牌。名单中55个没有通过中华
老字号复核的品牌包括北京的华女、
雪花、通三益、TP、新路春，天津稻香
村、重庆冠生园、上海老半斋等。

（11月11日 《广州日报》）
微评：没有哪个品牌诞生就是老字

号。换而言之，老字号本身就是经过漫
长而残酷的竞争生存下来的品牌，在此
过程中，不断有“新老字号”被淘汰。

所以，一个有退出机制的“中华老
字号”名单，不仅是对老字号过往辉煌
的褒扬，还是对其当下实力的认证，对
于消费者来说，更有参考价值。

■“鼠头”之后“兔头”又来？

近日，一网友发布视频称，湖南省
怀化市鹤城区一小学食堂饭菜被吃出
一块带绒毛和“牙齿”的异物，担心食
堂饭菜有卫生问题，老师解释称是兔
子头。据湖南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发
布通报，怀化市鹤城区组织市场监管、
教育、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
展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1月10日 封面新闻）
微评：考虑到不久前的“指鼠为

鸭”给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即
便果然是家长“把兔子头误认为是鼠
头”也不算什么过分的事情。而且，类
似“不仅有牙齿，还有很多白毛”的异
物，无论是鼠头，还是兔头，都不应该
出现在给孩子吃的菜里。实际上，连
毛都没剃的兔头，通常不会出现在任
何一道菜里。所以，仅仅确认是鼠是
兔并不足以缓解家长的焦虑。

每一起类似的爆料，都会让人们
加深“指鼠为鸭”的记忆。相关从业人
员应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履行好自己
的职责，避免公众产生更多焦虑的同
时，也避免自己成为类似事件的当事
人而被架在风口浪尖遭受批判。

■室外暴雪，哈工大学生去
上课却像登机

6日，哈尔滨市降下今冬第一场
雪降雪量达到暴雪级别。与此同时，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暖廊二期当天全
线贯通，开放试通行。哈工大二校区
率先让“冬天出行穿单衣”梦想成真。
室外冰天雪地，暖廊温暖如春。同学
们穿着单衣从容地在一校区、二校区
暖廊穿行，5分钟内可直达教室、图书
馆、食堂公寓、公寓体育馆……

（10月7日 澎湃新闻）
微评：在这个时代，即便身在天涯

海角，想了解在哈尔滨的暴雪天气中
出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是很简
单的。做过此番了解，并设身处地为
身处其中的学子想一想，必然会认同
暖廊的建设。

新事物难免遇到质疑，总会有人
生出“要什么暖廊，我们那时没有不也
上得好课了？”之类的想法，很正常。
不过，这些质疑，将如那些年的学校宿
舍安装空调时的质疑一样，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少。学生学习和生
活环境随着时代进步而提升，与坚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不冲突。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