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读友
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执行主编：张兆成 责任编辑：毛锴彦
版式策划：王艳艳 制图：安宁

鉴言

观点

图观

点赞·新风尚

民声快线

社会调查

□毛锴彦

有些人没有固定通信地址，报刊亭代收包
裹邮件具有独特优势；有些人经常出差，在报
刊亭零买比订阅更划算；对一些老人来说，晨
练回来顺手带份报纸，已是多年形成的习惯；
尽管新媒体越来越发达，但用平板电脑或手机
上网花费不菲而且有损视力，对大多数少年儿

童来讲还要尽量少接触，可见报刊亭仍然无可
替代。

如今的报刊亭早已不只是报摊，而是综
合便民服务台了。大部分邮政报刊亭安装了
信息化终端，除了卖报刊，还提供手机充值、
代收水电煤气费、自行车充电打气、代卖邮品
等服务，有的报刊亭还安装了 LED 显示屏，成
了便民信息的义务宣传员。报刊亭正为老百
姓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便利。更何况，承租报

刊亭的，多半是下岗职工、残疾人员等就业困
难人群，对这些人来讲，报刊亭是维持生计的
依靠。

那么为何各大城市中报刊亭都不约而同
地越来越少甚至销声匿迹了呢？那是因为人
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市场规律也随之发
生了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一些报刊亭主说他
们也做出过不少的努力，卖彩票、米面油，前一
段时间还在卖月饼，几乎经营了一切能在报刊

亭狭小空间内存在的东西，但是这些个街边的
小亭子似乎已经被遗忘了，转型并不成功。

笔者认为，凡事应该分析利弊，报刊亭大
多占据地利优势，又具有传统报刊渠道，要转
型就要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和理念，把报刊亭
打造成新型的文化站点和服务窗口。并从根
本上分析受众需求，发挥传统优势，量身打造
切合实际的报刊亭发展规划，让报刊亭重新遍
地开花。

报刊亭不应该渐行渐远

□贾晨曦 李世宇 韩威 白圆圆

2016年 9月，一则“呼和浩特最
后一个报刊亭被拆了”的消息引起了
很多人的关注。虽然之后经有关部
门证实被拆的报刊亭并非该市的最
后一个，但报刊亭的生存命运仍然再
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社会信
息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
借助移动终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
得最新资讯。与此同时，传统的信息
传播工具——报纸、杂志受到了一定
程度的冲击，甚至有人预言报纸将在
未来30年内消失。那么，报纸、杂志

的销售现状到底怎样？曾经成为街
头一景的报刊亭还能不能“挺立”下
去呢？

数量减少
经营出现多元化
为此，我们的调研小组对呼和浩

特市内的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调查。
结果显示，目前报纸的阅读者基本为
老年人，购买者以男性居多，报纸类
型多为文摘、军事、政策类，其中较受
欢迎的报纸有《参考消息》《北方新
报》和《老年文摘》。由于获得的利润
较少，有些报刊亭为了维持生计不得
不本末倒置，将卖饮品和零食作为主
要的盈利方式。

一位报刊亭老板介绍说，一份报

纸的收益大约为报纸价钱的20%，没
有卖出的报纸会被囤积起来或者当
废纸卖掉，目前对于旧报纸的处理只
有这两种方式。此外，有些报纸的进
价有所提高，导致部分报纸的售价也
要涨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报
纸的购买数量。

据统计，呼和浩特全市报刊亭最
多的时候有62家，其中邮政报刊亭
在上个世纪末共有38个。到了2014
年，保持正常运营的报刊亭总数减少
到近40个。而到了上述所谓“最后
一个报刊亭被拆了”的2016年9月，
呼和浩特市邮政报刊亭实际还剩下
16个继续营业。虽然这些报刊亭大
多数位于公交站和十字路口附近，或

者坐落于大型商场或批发城附近，周
围的人流量较大，但大部分报刊亭因
利润减少，依然面临着或大或小的经
营困难。

既然经营报刊亭不怎么赚钱，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仍在经营呢？
除去有些经营者觉得这是一份传
播知识的工作，感觉很体面之外。
一位报刊亭老板给出了这样的答
案：年纪大了，体力工作和脑力工
作都不能胜任，这总算是一份不用
太多体力就能获得微薄收入的工
作嘛。此外，报刊亭还经营着饮品
和零食，收入还算不错，尤其是在
人流量大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
经营者对于这份工作有着不能割

舍的情结。一位大妈说，自己经营
这个报刊亭已经 20 年了，早就变
成习惯啦，去从事其他工作，感觉
会不适应。

数据冰冷
转型成为必然选择
对于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看报

这个问题，调研小组成员采用调查问
卷的方式，共调查了200人，有效问
卷共有186份，统计显示：51%的人
喜欢看报，49%的人不喜欢看报；超
过94%的人认为报纸对学习和生活
有帮助，仅有19%的人认为报纸会消
失；100%的人把手机作为主要获取
信息的渠道，还有超过半数的人也会
用到电视和电脑获取信息，仅有28%

的人选择用报纸获取消息；60%以上
的人认为报纸价格合理，只有4%的
人认为价格不合理；超过96%的人认
为报刊亭有存在的必要；从未买报纸
的人超过了40%，其余人也只有6%
经常购买。

在不愿意购买报纸的人们眼中，
报纸存在购买不便、时效性不强、占
据储物空间、需要用钱购买、报纸中
广告太多等缺点。但另一方面，超过
94%的人认为报纸对学习和生活有
帮助，超过96%人认为报刊亭有存在
的必要。这些都说明，报刊亭真的有
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我们要做的只
是如何去转型，去适应人们已经改变
的生活方式的需要。

□何勇海

近日，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
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5部委联合
下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具备条件
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下联通、服务优质、
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这
标志着，一场让文化资源流动起来以增加服务
供给、提高服务效能的基层公共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启动。

（2月22日《光明日报》）

文化馆、图书馆实行“总分馆制”是个
“泊来品”，欧美等国家普遍采取，它是指在
一个合适的地域单元内，由一个或多个建
设主体建成一个“公共图书馆群”，在该体
系内，通常由总馆主导协调多个分馆共建
共享，实行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
统一配送，统一服务政策、统一服务标准，
通借通还。现在，我们在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实行“总分馆制”，也就是要在县级建总
馆，在乡镇、村（社区）逐级建分馆。这确实
是一场可贵的变革。

“总分馆制”有利于文化资源实现城乡
共享，提高利用率。以前县级、乡镇、村社
各建各的文化馆、图书馆，“分灶吃饭”、单
打独斗的结果是，各级文化馆、图书馆独立
分散，泾渭分明。如此一来，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建设得往往较好，文化资源丰富，而
乡镇、村社所谓的文化馆、图书馆，充其量
只能叫“室”，文化资源匮乏，常常是“铁将
军”把门。一句话，县域内的公共文化资源
形成不了合力，不能把服务效能最大化，存
在一定的闲置。

有了“总分馆制”，形成“一个总馆+多
个分馆+若干服务点”的布局，县域内的公
共文化资源就实现了共建共享，县级馆里
的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就可以“下基层”，甚
至“走”进农家书屋，优质文化资源就得到
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比如，在先行实施“总
分馆制”的地方，一些社区居民不用到县级
图书馆，就能看到总馆定时配送来的新书
好书，一些农民不出乡镇，就能将从县级图
书馆里借来的图书还上，图书资源的流动
堪称便民，而且有效率。

“总分馆制”有利于缩小城乡公共文化
发展差距，让群众享有便利均等的公共文
化服务。“总分馆制”的实施不光是让文化
资源流动起来更便民、更有效率那么简
单。总馆会把分馆建设、维护、运营当成自
己的事，对分馆予以管理、带动，还会为分
馆培训服务人员，保障分馆具有相应的人
员保障，如此一来，过去乡镇文化站、图书
馆无人管或无专业人员管的问题就得以化
解，据说有的总馆还要送戏下乡等，以力求
分馆建得起、转得动、用得好。

文化馆“下乡”
肯定受欢迎

张金祥，曾是呼和浩特铁路公
安处福生庄警务区的一名民警，两
年前，60 岁的他已经到了退休年
龄，可在退休之后，张金祥又回到警
务区，做起了一名义务护路员。有
人说他傻，干了一辈子基层工作，退
休了还不享享清福。可张金祥却
说，警务区人手不够，他放心不下。

15年来，福生庄警务区没有发
生过任何挡停、危及行车安全、路
外伤亡事故。这样的成绩，和张金
祥的精心维护是分不开的。每天
天不亮，张金祥就出门巡线，10多
公里的线路，他每天都要走一遍，
每一寸护网、每一个螺丝都是他的
牵挂。

2月 21日傍晚，张金祥像往常
一样在线路上巡线，突然看见前面
有个黑影，像是要翻越护网，张金祥

立刻冲了过去大声制止了对方。原
来是一名家住附近村庄的老乡想抄
近路回家，尽管护网上写着“严禁翻
越破坏护网”，但老乡看着四下无人
无车，便想偷偷翻越过去，没想到被
张金祥抓个正着，张金祥严厉地批
评了老乡，指出了翻越护网的危险
性。考虑到村民对翻越护网这件事
的意识仍有不足，张金祥一家一家
地拜访沿线村民，为的就是让周边
百姓把铁路安全知识都能记在心
里。

福生庄警务区，地处阴山山脉
大山深处，是铁路动脉“京包线”上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
位置特殊，轨道曲线半径较大，加
上日益繁重的运输任务，使这个不
起眼的小站成为安全卡控的重中
之重。由于生活和居住条件的限

制，这里只能安排一名驻站民警，
张金祥在这里一守就是15年。“警
务区管辖范围内的村庄很多，但每
一个老乡都认识我。”每当说到这
里时，张金祥脸上都会露出满足的
笑容。张金祥说：“这么长的线路，
靠我一个人是看不住的，还得靠群
众自觉。”周围老乡家有了困难，张
金祥总是第一个赶到。有些人家
农忙时节人手不够，张金祥也会在
工作之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就是一些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老
乡们从心里接受了张金祥。对每
个巡线民警来说，他们管辖的线路
至少有10公里，线路上的铁路设备
设施大到接触网、钢轨、信号机，小
到线路两侧的每一处护网。张金
祥每天巡线时，都要带上修补铁路
两侧破损护网所需的钢钳钢丝等

工具，这些不轻的装备陪伴着他日
常工作的每一天。

张金祥的妻子说：“他是个工作
狂，连女儿的婚礼都没顾上参加。”
常年劳累的工作，使张金祥的身体
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也出了问题。
妻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更好
地照顾张金祥，妻子来到丈夫身边，
和他一起工作，照顾他的生活起
居。说起家人，张金祥心里充满了
愧疚。

张金祥说，他从小就有个警察
梦，就是喜欢这身警服，既然干了警
察，就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现
在虽然退休了，但警务区就是第二
个家，带好新同志才能放心。退休
的张金祥依然坚守在警务区，护航
着自己心中的“安全梦”。

（刘芳）

退休民警张金祥 担当义务护路员

呼市星火巷早市将建成便民市场

多年来，热闹的呼市新城区西街星火
巷早市为周围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了卫生和噪音等一系列问题。近日，新
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取缔星火巷早
市，之后规划便民市场。

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副书记梁贵
平介绍，星火巷早市于 1998 年自发形
成，居民多次对噪音扰民、通行困难、卫
生等问题进行反映。为此，西街办事处
城管卫生科的工作人员将星火巷内清理
干净后，将划定经营范围、确定摊位的白
线重新粉刷，白线画在距马路70厘米的
便道上，任何摊位都不得超出白线，并按
照摊号严格摆放，将马路的空间让出来
不影响交通。早市管理人员则每天7时
30分准时到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商贩
冬季8时 20分收市、8时 40分前清扫干
净，夏季 8 时收市、8 时 30 分前清扫干
净。办事处对保洁人员的工作职责也进
行了严格的规定，每天两次清扫，再加上
日常保洁，确保星火巷在早市结束后卫
生干净整洁。 （宋涛）

锡林浩特市检察院自制纪律手册

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范司法行为，
促进干警公正执法、廉洁从检，筑牢思想
防线，近日，锡林浩特市检察院编印了《检
察人员纪律手册》，要求全体干警按章办
事、廉洁自律。

该《手册》面向全院领导干部、检察干
警、共产党员三级主体，涵盖了纪律作风、
执法办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具体
包括检察工作的主题、根本宗旨、检察职
业道德的基本要求等纪律规定。该手册
规格较小，适于随身携带，方便干警对照
检查，确保干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赵振华）

孤独的报刊亭孤独的报刊亭：：是去还是留是去还是留？？

日前，在呼市如意开发区某公司院内出
现一只背部有花纹疑似狍子的动物。闻讯
赶到的森林公安民警确认，该动物为野生幼
年雌性狍子，可能是由于前段时间下大雪，
外出觅食时迷了路。下一步民警会将狍子
送往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检查，如果具备条件
会将狍子放生。 （ 宋向华 ）

去年以来，东乌旗嘎达布其镇在边境线和镇区建成了智能报警、高清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接入高清视频监控、电子卡
口等前端设备，实现了多警种业务整合，进一步增强了边境口岸辖区的管控力度。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

科技助力边防管控

该边防派出所民警在
监控室内通过监控查看辖
区情况。

东乌旗嘎达布其镇东乌旗嘎达布其镇
边防派出所民警正在对边防派出所民警正在对
边境线防控感应电网进边境线防控感应电网进
行检查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