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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所作的报告举旗定向、高屋建瓴、内容深刻，全

面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报告中“文化”一词出现了 57 次，充分体现出党中央

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项重

要举措，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

新征程，需要确立细分化阅读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民阅读活动开展。 

细分化阅读服务是推动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十年来，

全民阅读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九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全民阅读被立法保护，城市阅读书房、书吧等新兴阅读空间不断涌现，

国民平均阅读书籍的数量不断增长。然而，全民阅读目前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比如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不同群体可接触、可

使用的阅读资源和服务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要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发展，细分化阅读服务是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细分化阅读服务

的本质是细分读者、读物，了解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了解不同读物的内容特点，

并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有利于实现阅读服务的均等化。细分化阅读服务关

注因各种情形难以获得常规性阅读服务的人群，研究如何使这部分读者群体也可

以方便、快捷地接触到合适的读物，有利于增加阅读服务的可及性。图书馆细分

化阅读服务秉持公益、公平的原则，着眼于细分读者读物的阅读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全体民众都享受到同等的服务，有利于加强阅读服务的普惠性。 

细分化阅读服务的根本原则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所谓坚持问题

导向，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着眼解决新时代阅读推广、阅读指导、阅读咨询服务层面、资源层面的实际问题，

不断回答阅读服务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所谓坚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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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就是要把阅读服务放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通过细分化的阅读服务加强

全民阅读的深化和拓展。在实践上，把阅读服务不仅放在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中，

还要拓宽思路，放在图书出版、图书馆推荐书目和指导阅读、媒体宣传阅读、民

众接受阅读服务等有关阅读的全部流程中。在理论上，要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系统

理解阅读服务，阅读理论融合了出版学、图书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成果，建立以阅读为中心的系统化的细分化阅读服务理论。 

细分化阅读服务的实施方法是将细分化理念渗入阅读服务全过程。以往的阅

读服务以“粗线条”的形式，重点关注某些群体、某些内容、某些资源的阅读，

为了推行“大阅读”，发展“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应该提供更加全

面且细化的阅读服务。阅读服务涉及读物采集、书目推荐、阅读推广、阅读指导、

阅读咨询等多个方面，细分化理念需要渗透每一个方面和过程，供给广泛的阅读

内容，延展馆外的阅读环境，顾及多元化的阅读人群，支持多样的阅读方式，覆

盖多层次的服务环节。 

细分阅读资源。支持新型的阅读资源类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阅读资源

不仅包括纸质书、报纸、期刊这些已经在阅读推广和阅读指导中占据主流的资源

类型，还包括各种类型的非书资源，比如音视频、电子书、实物，甚至是基于书

籍内容的可视化作品。对阅读资源的认识要从“书”（book）走向更加细颗粒度

的“文本”（text），开展对读物精细化阅读的服务。努力发现更多主题的阅读

内容，新时代涌现出一批反映人民新生活、社会新变化的作品，体现出人民群众

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趋势，服务中要提炼相关

细分的主题内容，以制作书目、撰写书评、讲好故事的方式推广这些阅读资源，

多维度宣传新时代思想。 

细分阅读方式。阅读资源类型的拓展带来了阅读方式的更新，有必要以细分

理念引导和支持民众采取多样的阅读方式。目前民众的阅读方式以默读为主，浏

览文字，细读某些章节。未来要结合新技术，开展面向各种阅读方式的推广和服

务，比如推广音频读物以满足听书需求，制作读物的可视化产品以满足远读需求，

开设专门空间以满足朗诵需求等。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也发挥着社会交流的作

用。图书馆的阅读服务要面向社区、读书会的群体阅读，以文本为节点，连接不

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内容，形成好读书、多互动、广交流的社会氛围。 

细分阅读空间。图书馆和阅读空间的泛在化正在成为现实，无处不在的阅读

带来新的空间需求。为此要结合不同场景随时打造阅读空间，融合多种媒体烘托

阅读氛围，加强公共场所便捷性的阅读内容供给，构建更容易介入、流动性更强

的“阅读微空间”，实现民众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以任何的方式都可以阅读

任何类型、内容的读物。结合读者需求打造多种类型的公共阅读空间，加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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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符合区域发展状况的阅读空间，将阅读空间变成城市、乡村

的景观，让老百姓愿意进入阅读空间，参与到阅读中，推动书香中国的建设。 

细分阅读人群。细分化的阅读服务要关注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特别是困难

群体对阅读服务的可及性要求和实现获取均等化阅读资源的困难。近年来，我国

发起“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推动视障群体的阅读服务。2022 年 5 月 5 日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

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开启为视障群体阅读服务的新征程。图书馆在

阅读服务中要用好这些条约、项目，将更多的读物转化为困难群体方便使用的版

本，比如利用众包模式，将图书馆的藏书转化为有声读物给视障群体阅读。图书

馆的阅读服务要惠及更加细分的群体，比如服刑人员、患病人群、患者家属、少

数民族群体等微型群体乃至亚文化群体，突出图书馆的社会化，与各种社会团体、

社会群体合作，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争取阅读指导和阅读咨询服务可以覆

盖到所有不同的群体 

细分服务环节。从出版内容供给、书目研制、阅读推广、阅读指导、阅读咨

询、阅读宣传等阅读的全部链条环节入手开展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在内

容供给方面，应对细分的读者阅读特点，图书馆可以协调各方，创新机制，加强

图书馆内经典资源的改编，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阅读推广

方面，图书馆可以继续提高讲故事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图书馆的故事、

阅读的故事，吸引更多人进入图书馆阅读。在阅读服务中，以细分化视角关注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阅读服务的差异，促进图书要素、文献要素、阅读服务的城乡

流动，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让阅读服务的触角到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细分化阅读服务理念是中国特色的阅读体系的一部分。在推进细分化阅读服

务实践的同时，也要加强阅读服务、图书馆阅读指导、阅读咨询的理论研究，构

建中国式的阅读学、图书馆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阅

读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作为全民阅读

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图书馆要通过细分化阅读服务，解决人民群众阅读过程

中的问题，促进形成全社会的阅读氛围，构建新时代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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