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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年如一日行进在创业路
上， 与教育行业有了不解之缘；
他酷爱读书， 为了带动更多国人
坐下来静静地拿起一本书阅读，
他创办了 “有书”。 如今， 粉丝
已近千万。 他就是有书共读计划
创始人雷文涛。

开办教育网站赚到人
生第一桶金

当记者近日在有书一周年庆
祝活动现场见到创始人雷文涛
时， 心里还是有一个小诧异， 他
不是那种激情四射、 口若悬河的
外向开朗的青年人， 也不是一站
在台上演讲就停不下来的 “励志
导师”， 尽管他经常要跟读者交
流， 经常要举办讲座 。 他看起
来 很 清 秀 、 很内敛的样子 ， 然
而， 一说到创业， 雷文涛打开了
话匣子。

虽然没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大
学， 但不服输的雷文涛在大学期
间坚持每周都骑车去北大蹭课，
正是这份坚持， 让雷文涛打开了
视野， 形成了开放的思考模式。

创业， 始终是雷文涛心中的
夙愿 ， 有着 6年在线教育公司
的 任 职 经 历 ， 为 他 的 创 业 之
路打下了基础。

2006年， 雷文涛在经过了长
期反复的考虑后 ， 决定辞职创
业。 当时他的儿子刚满一岁， 创
业之路风险重重 ， 雷文涛说 ：
“我最感激的是爱人对我创业的
支持。”

有了家庭的支持， 雷文涛开
始了他第一个创业项目： 中华英
才实验室， 这是一个教育类行
业的网站 ， 汇总了各种各样考
试的咨询、 辅导等服务。

“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互助
学习的平台， 当然， 一定是为参
加各种资格考试的人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的平台。” 在3年多的时间

内， 这个教育网站用户最多时每
天流量能达百万。 这是雷文涛赚
到的第一桶金， 他越来越享受创
业路上为一件事而拼尽全力取得
的获得感。

随后， 雷文涛做过电商方面
的项目、 做了酒店团购的网站，
由于投入巨大， 利润又微薄， 很
快以失败告终。

“创业路上， 最痛苦的就是
煎熬， 就是你在不断寻找新的项
目， 不断想着怎样把它做好， 在
实际的操作中， 又有很多不可控
的风险， 这些都需要你要有强大
的心理承受力。”

“你有多久没读完一
本书了”击中国人痛点

雷文涛专业学的是计算机，

性格内敛的他对书有一种强烈的
痴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国人
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一直思
索着怎样去破解这一难题。

另一方面， 创业这几年的积
累， 让雷文涛对阅读有了更加深
刻的理解。

“阅读给我们带来的意义不
用多说了。 我认为， 阅读应该是
一种生活状态， 应该成为一种人
们持续的有计划的生活习惯， 这
样人生才会更有乐趣。”

在长期与读者打交道的过程
中， 雷文涛发现， 有读书意愿的
人很多， 但是缺乏实际行动、 难
以坚持、 且不知道读什么书的人
占大多数。

“从 ‘坐而论道’ 到 ‘起而
行之’ 才是大多数人想要实现的
目标。 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 多

少个日夜的苦思冥想， 当 ‘你有
多久没读完一本书’ 跳入我的脑
海时， 我立刻明白自己抓住了很
多人想读书但总没有付诸行动的
痛点。” 雷文涛兴奋地说。

2016年， 很多人发现， 他们
的朋友圈似乎在一夜之间被一条
“神” 文案刷屏， 无论是远在国
外 还 是 近 在 咫 尺 的 朋 友 ， 都
在 转 发这样一条号召大家一起
读书的文案： “你有多久没读完
一本书了？”

“正值辞旧迎新的时刻， 很
多人都在总结、 反思， 制定新年
计划 ， 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实现
了？ 人人都知道读书好， 但具体
读了什么书？ 真正把时间拿来看
书的人， 又有多少？ 这是人们辞
旧迎新要面对的问题。 ‘你有多
久没读完一本书了？’ 瞬间击中
很多人的痛点。” 雷文涛说。

在 “你有多久没读完一本书
了？” 这句文案的背后， 雷文涛
发起了 “有书共读行动” 计划。
2015年底， 有书共读行动计划正
式上线。

“我们旨在帮助人们把读书
的想法化为具体的行动， 通过书
单推荐、 早晚语音领读、 每周读
书笔记、 群组交流等方式激发阅
读兴趣， 降低阅读难度， 让读者
重新发现阅读的乐趣， 最终实现
读书的愿望。” 雷文涛激动地告
诉记者。

在有书共读行动计划发布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有书共读的
书 友 便 从 北 京 扩 展 到 了 广 东
省 乃 至全国各地 。 而到了2016
年2月份， 有书随笔功能上线第
一天， 就收获了书友上传的809
条随笔。

“有书”微信公众号已
积累近千万粉丝

有书共读的模式也受到了多

名作家的支持， 先后独家采访了
于 丹 、 冯 唐 等 知 名 作 家 ， 作
家 大 冰就表示 ， “我也是 ‘有
书’ 的读者。”

一年的时间里， “有书” 微
信公众号已经积累了近千万粉
丝， 成为新媒体领域一颗冉冉升
起的新星。 有书共读APP更是达
到了160万的用户， 每天都有近
20万人在APP上阅读打卡。

当 “有书 ” 的用户超过500
万， “有书” 开始提供 “有书国
学共读”、 “有书英语共读” 和
“有书亲子共读” 等细分类别的
领读服务， 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
化的阅读需求。

让雷文涛欣喜不已的是， 当
“有书 ” 发展遇到资金困难时 ，
2016年6月， “有书 ” 获得梅花
天使的投资。

在雷文涛看来， “有书” 是
一种生活状态， 是人们需要培养
的生活习惯。 “‘有书’ 致力于
成为一家为人们服务的终身学习
内容提供商， 帮助有强烈读书意
愿， 但却不知道读什么书， 并且
行动力和自制力都不强的人， 在
信息碎片化时代， 能够持续、 系
统且高效的获取所需知识。”

今年10月， “有书” 的创始
人 雷 文 涛 被 评 为 “ 第 六 届 书
香 中 国· 十 大 北 京 金 牌 阅 读
推广人”。

雷文涛告诉记者， 阅读需要
正确的方法。 在 《如何阅读一本
书》 中有这样一句话： “绝大部
分人的阅读水平其实停留在小
学六年级水平。”

他解释 ， “因为六年级以
后， 人们就不会刻意去训练阅
读 方 法 了 。 我认为 ， 良好的阅
读方式应该是以一本好书切入，
然后， 去寻找与其相关的好书。
用速读去掌握书中涵盖内容的基
本情况， 再通过精读掌握更多的
知识。”

———记有书共读计划创始人雷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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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带动国人“重拾”阅读之乐

她是学生心中的“洵姐”“女神”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辅导员王洵

王洵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的辅导员 ， 在学生的口
中， 她的称谓不是普通的 “王老
师 ”， 而是 “洵姐 ”、 “女神 ”，
两个亲昵的称呼， 传递着学生对
王洵的感情和认可。

为什么叫王洵 “女神” 呢？
她的微信里加了300多个学生好
友， 大家公认她长得美， 五官秀
丽 ， 身 材 高 挑 ， 更 重 要 的 是
她 为 人亲切而且敬业 ， 学生遇
到什么事， 找 “女神” 聊聊， 准
能得到中肯的建议。 而且她工作
得力， 带出过全国挑战杯竞赛一
等奖和连年升学率第一的 “学
霸” 团队， 她本人获得过第五届
全国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第五
名、 2016年 “首都高校十佳辅导
员” 等荣誉。

王洵有着4年兼职辅导员和6
年全职辅导员的工作经历， 熟悉
学生工作 ， 擅于与学生沟通交

流。 她说： “在学校， 学生们更
希望跟我面谈 ， 谈话室 、 操场
边、 去食堂的路上……都是我的
‘教室’。 回到家， 微信朋友圈就
成了我与学生保持联系的第二时
空 ， 分享学习和生活的喜怒哀
乐， 学生们也愿意在这里对我敞
开心扉。”

生命科学学院的课程多、 实
验长、 学业难度大， 王洵就发挥
学生干部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与
他们交流谈心， 通过他们来带动
普通学生。 在她怀孕八个多月的
时候， 还参加学院学生会主席团
换届竞聘 ， 一直开到晚上十点
多， 晚饭都没顾上吃。 学生干部
们很不忍心， 她却说： “没有关
系。” 她指导的学生会主席团已
有五届共20人毕业， 全部保送或
考取研究生， 其中9人进入985高
校或海外名校 。 曾获得北京市
“先锋杯” 优秀基层团干部称号

的学生干部刘伟华说： “洵姐指
导 和 参 加 学 生 活 动 时 加 班 是
常 态 ， 从 来 不 拿 家 中 有 事 或
身 体 不适当借口 。 每次活动 ，
同学们最期待听她的点评和总
结， 因为非常精彩 。” 近三年 ，
学院本科生的考研率出国率均
在 50%以 上 ， 其中 2015届达到
66.9%， 为全校第一 ， 本科就业
率保持100%。

两年一届的 “挑战杯” 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被誉为大学生
的 “科技奥林匹克”。 为了选拔
和打磨作品， 她给全院教师写了
一封长信， 还专门给十余位知名
教授打电话沟通， 请他们指导学
生作品。 她还组织了学院初选评
审会， 邀请 “千人计划”、 “海
聚工程” 等最具权威的教授担任
评委， 给所有参赛学生搭建学习
交流的平台， 更以此在全院营造
善于思考 、 勇于挑战的科研氛

围。 在她的努力下， 生命科学学
院的作品连续两届摘得北京市特
等奖， 并荣获国家一等奖一项、
三等奖一项。

作为学院分团委书记， 王洵
每年指导多支队伍到京内外进行
暑期社会实践 。 顶着7月烈日 ，
她 和 学 生 们 一 起 商 量 实 践 主
题 和 形式 ， 一起睡在农家大通
铺上彻夜谈心， 一起拿着展板四
处问路搭车。 学生们笑称， 他们
是师徒多人西天取经， “幸好有
洵姐和我们在一起， 给了我们一
股劲！” 在她的带领下， 近年来
学院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荣获市级
表彰28项。

工作6年以来， 王洵先后获
得学校党团建、 就业、 资助等方
面表彰15项、 北京市级以上奖励
7项。 更让她欣慰的是来自学生
的肯定 ， 他们的评价 ， 是 洵姐
给了我们 “女神级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