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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亭，渐行渐远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上下班途中，或者在等公交车时，在街角或公交站牌处的报刊亭买份报纸、杂志，这在以前是最自然不过的
事情。如今这样的情景却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目前，我市报刊亭的生存境况日益窘迫，不但数量在减少，而
且其传播文化知识的职能也大为弱化。曾经散发着浓厚文化气息的报刊亭，难道就这样告别了书香味？在倡导全
民阅读的时代，报刊亭能否再次焕发生机？

5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在
市区海河路漯河五高校门口东
侧，快递员把五个包裹交给经
营报刊亭的张阿姨，又给她2.5
元钱就离去了。

“现在卖报纸杂志不赚钱，
帮人存放一下包裹，也算补贴
一下收入吧。”张阿姨收拾着快
递包裹，无奈地对记者说。

记者看到，这个报刊亭里
悬挂着新进的报纸和刊物、中
学生教辅读物等，还摆着口香
糖、纸巾等，报刊亭后面放着
一个冰柜。这时，有位女士过
来浏览悬挂的刊物，说要给上
初中的孩子找一份教辅杂志。

“挂的杂志虽不少，其实都
没敢多进，也就十多本，多了
怕卖不完。”张阿姨说，现在看
书读报的人少了，原来畅销的
杂志销量下降一半，人们以前
常看的都市类报纸也卖不出去
几份；以前寒暑假，少儿杂志
和漫画书很走俏，这两年也卖
不动了。但她的报刊亭在学校
门口，勉强还能维持。

而对杨老先生来说，他经
营的报刊亭可以用“鸡肋”来
形容，以卖杂货来苦苦支撑。

在市区海河路与太行山路
交叉口西南角，一个绿色的报
刊亭很醒目。可是，杨老先生
只是坐在里面闷闷地抽着烟。
记者看到，这个报刊亭比张阿
姨的要大许多，里面摆放着床
铺等，可是报刊亭的橱窗处，
只零星地挂了几份报纸杂志，
更多的是一些饮料、香烟、口
香糖、纸巾和零食等。

为什么不卖报纸呢？“进的
报纸杂志卖不出去，慢慢地就
不敢进了。”杨老先生对记者
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只好卖
一些杂货类的东西。

“原来一起干报刊亭的都转
让了，我年纪大了，干不了别
的，就先守着吧。”杨老先生叹
口气说，十多年前他刚经营报
刊亭时，一天能轻松卖出二三
百份报纸、近百份杂志，一个
固定电话就能养活一家人的生
活，没料到现在会是这种光景。

街头报刊亭曾是生活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但近几年，报
刊亭越来越冷清。记者走访市
区辽河路、人民路、文化路、
建设路等路段的报刊亭发现，
经营困难是普遍现象。

街头报刊亭经营陷入低谷

“现在人人有智能手机，家
家有光纤高速网络，一些新
闻、小说等，许多人都在网上
看，还有朋友圈、微博，谁还
到报刊亭买报纸杂志？”采访
中，一位报刊亭经营者说。

记者采访发现，大部分人
认为，互联网等新兴传媒强势
崛起，中青年人群习惯于用网
络、手机等浏览信息，阅读电
子书，使纸质媒体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是报刊亭遇冷的主
要原因。

比起读者数量的减少，市
民阅读习惯的缺失也是一大现
实。对此，漯河医专社科部主
任李达理分析说：“如今，买一
份报纸或杂志细细品读的人越
来越少了，阅读群体不仅数量
在减少，阅读兴趣也在发生着
改变，呈现出功利性、娱乐
性、猎奇性，而且这样的阅读
趋势正在向中年群体蔓延。”

不过，自订用户的增多，
也一定程度影响着报刊亭的零
售销量。退休在家的芮先生
说：“我目前订有 《大河报》

《漯河晚报》。每天上午 9 点左
右，投递员会将报纸送到楼下
报箱内，我不用出去买着看
了。”看来，获取信息的多元
化，也是报刊亭备受冷落的一

个原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

今大多数人通过智能手机、网
络等新媒体获取信息，更及时
更方便，而订阅报刊与在书报
亭购买报刊都是较传统的途
径，虽没有被完全取代，但纸
质形式的信息传递方式的确面
临严峻挑战。许多人无法接受
能够在网络免费得到的资讯却
要花钱买的现象。

记者综合分析发现，书报
亭现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
点：首先，报刊利润小，经营
压力大；其次，部分报刊属于
包销，只能退一部分，卖不出
去只能卖废纸；由于网络的发
展，顾客群大量流失；受天气
影响大，雨雪天和雾霾天基本
没顾客。

“报刊亭落寞一方面是新媒
体、互联网等对传统纸媒的冲
击，社会需求量的减少导致报
刊零售效益减少，另一方面也
是报刊亭经营单一化造成的。”
漯河邮政分公司报刊发行局局
长赵士金认为，作为一种城市
文化载体，报刊亭本身的文化
功能弱化，让人遗憾。“这是一
种市场选择，也是市场规律，我
们也在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丰富
产品，继而选择创新突围。”

报刊亭为何受冷落？

那么，报刊亭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之
一，应该如何寻求发展呢？

“随着生活智能化，报刊亭确实面临着
不小压力，不过街头书报亭也有现实存在
的必要。”采访中，市民袁小丽说，“我个
人认为，可将报刊亭改造成便民亭，提供
充电、充值缴费等便民服务。”

“尽管报刊亭生存艰难，但并不意味着
失去了存在价值，它仍是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重要的一环。”对此，漯河医专社科部主
任李达理表示，报刊亭最终生存和发展的
出路还在于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并寻找
适应现代人需求的契合点。我市应该支持
报刊亭的升级改造，让报刊亭在打造智慧
城市中发挥作用，成为城市智能信息节
点。比如建立新型数字化报刊亭和便民阅
报栏，使得城市居民不费流量即可在报亭
和阅报栏享受天气查询、各地市公用咨
询、旅游咨询等服务。

“传统报刊亭作为城市文明和文化的窗
口，这个角落不可或缺。”市人大代表王卫
峰认为，网络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但没
有打消阅读的欲望。“有这么一个角落，人
们路过时可以随手翻翻杂志、买份报纸，这
是城市一道美丽风景线。希望阅读能够作为
一种文化、一种习惯传承下去，而报刊亭作
为一个文明窗口，也有义务承担这个职责。”

漯河邮政分公司报刊发行局局长赵士
金介绍，市区曾有报刊亭40余座，目前剩
下31座，近年更新升级后的几座报刊亭经
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面对新形势，未
来，我市邮政部门将立足于全民宗旨，转
变经营思路，把报刊亭打造成利于市民生
活的“十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平台，让
报刊亭发挥更多的综合性功能，比如提供
包含报刊借阅及销售、图书归还、电动车
充电、供应开水、自行车借用系统等服
务，还设想把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缴费
通、票务通、政务通”等项目引进报刊
亭，实现互惠多赢，使之成为真正接地
气、服务群众的公共场所，把报刊亭打造
成“便民亭”“文化亭”，打造成城市文化
新地标。

让报刊亭延续城市文化符号

2011年，杭州市把城区内近400个报刊亭统一
升级改造，不仅将老本行——传播新闻信息功能发
展起来，还引入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缴费
通、票务通、政务通”等服务项目，市民们可以在
报刊亭内购买长途汽车客票，充值、缴费、电动自
行车充电、110报警等。

2014年3月，北京市将传统报刊亭更换为新式
数字智能报刊亭。除纸质报刊、充值卡零售外，还
增加了Wi-Fi终端阅读、自助缴费、小件商品自提、
文化商品展示、外伤救助和气象信息等服务内容。

一家仍在努力维持经营的报刊亭生意清淡。

这家报刊亭已不再出售报纸杂志。

一家报刊亭准备转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