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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有许多市民在回答记者
“平时读不读书、读什么书”的问题
时，不少人的回答竟然是：就是因为不
知道需要读什么书，没有努力的方向，
才觉得读不读书无所谓。

那么，大家应该读些什么书呢？
“这个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周勇

告诉记者，除了学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学业上，每个人的经历、爱好和工作，
决定着一个人的读书方向和渴望程度。
工作和兴趣爱好往往能驱动一个人去热
爱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

据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
相关数据分析，国学类书籍是目前销售
相对稳定的书目。其次是时政类，像修
订后的宪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销售量稳步攀升。中老年群体的阅
读量不容小觑，养生保健、花鸟虫鱼、
历史人文等是他们喜欢阅读的类别。30
岁至40岁的群体则是阅读畅销书的主力
军，他们不但看历史文化类，也喜欢看
影视剧同步或者知识竞赛类的书。20岁
至30岁的年轻人，看得最多的是国内外

文学类书籍。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如何

去选择自己的阅读方向呢？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

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
话中说，“经济、政治、历史、文化、
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
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
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
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
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
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
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

“缺什么补什么。其实习主席这些
话，不仅仅适用于党员干部，同样适用
于每个人。”周勇说。

周勇建议说，兴趣是最好的驱动
力。平时很少读书，要想培养阅读习
惯，不妨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发现兴
趣、跟从兴趣，兴趣会让你的阅读欲望
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或者找一找权

威机构发布的畅销书，进行甄别后不妨
一读。结合自己的工作阅读书籍也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这样不但能学到更多专
业知识，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可以扪心自问哪些方面存在不
足、哪些方面需要有所改进，这样也可
以找到阅读的方向。”周勇说，只要你
这样问问自己，就知道自己需要看哪一
方面的书籍了。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不
满意，想奋斗又打不起精神，你需要看
励志书。如果你业务能力优异，人际关
系却一团糟，那么你需要学习情商管理
与人际交往学；如果你正处于事业上升
期，管理能力不强，你需要阅读管理类
书籍。

“读书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
要有选择。读书还要有质疑精神和批判
思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过一本书，
应知其优劣，为我所用，不盲从，不轻
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在当今

‘大师’充斥的时代，更不要让自己的
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漯河二
高校长李书明说。

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前不久，央视 《中国诗词大

会》 又让一些人悔恨“书到用时方
恨少”。的确，许多人忙于工作、生
活，书籍总是因为严肃、厚重而显
得有些遥远，或在枕边都无暇翻
及，或尘封在书架上。更有许多人
每天紧盯手机屏幕、刷了一遍又一
遍朋友圈，却没有去读一本好书。

读书不好吗？显然不是。今年
全国“两会”，“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学习型社会”被写入 《政府工作
报告》。这是我国第 5次将“全民阅
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那么，大家还读书吗？读书的
人多吗？大家在看些什么书？又该
如何静下心来读书？亲，给自己片
刻安静，和记者聊聊读书的事。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的
普及，微信、微博、电脑网络成了许多
人的阅读路径。放眼周围，许多人沉迷
于“轻阅读”、“浅阅读”。相较于传统的
捧一本纸书翻阅品味的方式，这种非常
便捷、碎片式的阅读，也正在悄然成为
趋势。“虽然现在读纸质书的时间少了一
些，看电视少了一些，但我订阅了许多
微信公众号，看的东西更加广泛，学到
的东西更多。”在市区一家医院从事护理
工作的护士刘丽对记者说。

市民阅读方式的改变，不仅让书店
经营者寻求改变，图书馆也在不断改
进。“单纯依靠纸质书的补充，无法彻底
改变农村和偏远地区阅读资源缺乏的现
状。与纸质书相比，手机等移动终端设
备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24小时为用
户提供阅读内容。所以，电子书对读者
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市图书馆副馆
长马玲说，为了适应数字阅读的发展，
他们不仅引进了电子阅读浏览器，而且
还购买了许多电子图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人，应该学会
自我取舍网络上的文章，学习公民知识
和自己专业方向的知识，网络上的学习
应该也一定会成为我们学习和读书的一
个重要渠道。”漯河医专社科部教授李达
理博士认为，很多人越来越喜欢聊天、
刷微博、看微信、读新闻和小说，这些
都是知识学习，也能够提高工作能力。
也不乏很多好文章，思想性、艺术性、
趣味性、知识性都不错，只是这种浅尝
辄止的阅读收获不是太大。

那么，如果有时间埋头读书，如何
在读书中杜绝走马观花式“浅阅读”，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阅读呢？

周勇说，走马观花式的阅读，无法
完全掌握书里的知识，更无法吸收书中
的精髓。如果要有效阅读一本书，想要
把书中的精髓为己所用，除了多次阅读
增强记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笔
记。因为做笔记能帮助人记住一篇文章
或者一本书的关键信息，帮助人灵活运
用其知识、汲取其内涵。这个句子为什
么有趣？这段话为什么好？这本书为什
么能引起共鸣？你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哪
些知识？你认为这本书对工作、生活有
什么益处？只要认真地将自己读书的感
受一一记下来，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
遇到类似情景的时候，便会立马与自己
所读过的书产生链接。若将书中理论结
合实际情况加以运用，遇到的问题便能
迎刃而解。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谁在读书？文化层次越高越喜欢读书

3月 31日上午，在市区马路街新华
书店，记者看到来此购书的市民，络绎
不绝。

在书店一楼，无论是时政类，还是
科学类，抑或是文学类的书架前，都有
许多市民在认真翻看、挑选自己喜欢的
书籍。

市民牛秀莲告诉记者，她老公做生
意，她自结婚生了儿子后就成一名全职
家庭主妇。她从小就喜欢看书，如今她
更是用读书来打发闲暇时间。

“以前我经常到市图书馆借书看，
现在市图书馆离家远了，就没事时来书
店买书、看书。我一个月基本上能看三
本书。欣喜的是，我的写作能力在不知
不觉间提高了很多。”牛秀莲说，这几
年看的书多了，写出来的文字也有了章
法、韵味，有一篇文章还在媒体上发表
了，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吧！

牛秀莲的阅读习惯，也影响着她 5
岁的儿子。每天晚饭后，她都会抽出大
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儿子读书、讲故
事，孩子非常喜欢听。

在畅销书展台前，记者看到一位老

先生在认真地翻阅一本新修订的我国宪
法。这位老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是一
名退休工人，但一直保持着读报、读
书、看电视新闻的好习惯。

这位老先生说：“我人虽然老了，
但思想不能落伍，中央的精神、国家的
方针政策我都要学习。”

在书店的二楼，同样有许多市民在
选购图书，或者坐在阅读区静静地看
书。63岁的李老先生正在看《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

李老先生对记者说：“平时就喜欢
看一些历史人文的书籍。我在书店不远
处打小工，有时间了就来读几页。回忆
一下那段时光，再看看习主席以前的生
活，越发让人感慨‘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

“读书不但对孩子重要，而且对提
高自身素质也必不可少。”正在陪儿子
看书的周女士说，如果希望孩子多读
书，那么父母首先要多读书。如果父母
一下班就看电视、玩麻将，那么要求孩
子静静读书是徒劳的。家里最好制定一
个读书时间表，比如晚饭后半个小时是
全家的阅读时间，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

读书。有了浓厚的阅读氛围，孩子才会
越来越喜欢读书。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能坚持常
年阅读的家庭占比近六成，而且大多是
陪孩子一起读书，坚持买书给孩子读。
有两成人表示因为工作太忙很少看书，
但会看报纸或者网站新闻，而有的人表
示一年没读完过两本书。

市新华书店马路街购书中心副经理
周勇告诉记者，从书店掌握的数据分
析，目前经常阅读的群体很稳定，年龄
在 30 岁至 45 岁之间的人最喜欢看书。
除课业之外，学生群体的业余阅读量也
不小。45岁以上的人，大多关注历史、
人文和社会类书籍。

周勇说，最令人担忧的是 20 岁至
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参加工
作后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沉下心来看书，
要么就是挥霍青春、吃喝玩乐不屑于读
书。与之相对，文化层次越高、专业技
术职称越高的人，越重视读书，并且会
大量购买书籍充实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让
自己的思维、意识跟上时代的发展，甚
至走到时代的前列。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读什么书？因人而异，缺什么就读什么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怎么读书？
有效阅读是关键

书店里书店里，，读书的孩子很多读书的孩子很多。。

读书读书，，是很多人的爱好是很多人的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