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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多彩活动
■硬件设施不断升级
■房租补贴特色评选

多方助力 实体书店破“茧”成“蝶”

不久前， 北京市2020年首批
实体书店扶持项目评审完成， 共
161家书店获得资金扶持。 另外，
13家书店被评为 “2020年度北京
市最美书店”， 94家书店被评为
“2020年度北京市特色书店”， 受
到奖励。

据了解， 一系列政策的发布
也给实体书店经营带来了助推
力。 2月26日， 本市发布 《应对
新冠病毒疫情开展实体书店扶持
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 启动项
目申报 。 书店申报不设截止时
间， 随时申报、 及时评审， 成熟
一批扶持一批。 此次扶持将实体
书店房租补贴和特色书店评选奖
励两个项目同步征集、 踏勘、 评
审， 对2019年已经获得资金扶持
的书店建立申报和评审绿色通
道， 提升评审效率。

疫情期间， 申报全面实行在
线网办， 采取电子申报、 视频踏
勘、 视频评审等工作模式， 全过
程不见面、 不接触。 此次扶持突
出市区两级联动， 各区新闻出版
行业主管部门参与项目实施， 负
责组织辖区内实体书店的项目申
报、 资格审查和现场踏勘。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本市把
对实体书店扶持的重点放在房租
补贴上 ， 并适当扩大补贴覆盖
面， 增加补贴书店的数量， 着力
解决房租这一实体书店在疫情期
间面临的最大成本负担。 特别是
探索性地推出在书店保证承诺的
前提下， 提前预支4月份-6月份
房租成本补贴的政策， 帮助书店
减缓现金流的压力， 从而获得调
整发展的时间。

2019年年检数据显示， 目前

在海淀登记、 年检的实体书店总
计153家，主要类型包括大型国有
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 ），人流
密集区域品牌连锁书店 （中信书
店食宝街店、 西西弗上地华联店
等），园区内服务高科技企业的书
店（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中信
书店联想大厦店等） 以及校园内
外服务学校师生、 销售教辅的书
店（北大书店、大地书院等）等。 4
月23日， 海淀区宣布已启动实体
书店扶持评审工作。 本次补贴资
金总额高达2000万， 通过建设补
贴、 运行补贴、 优秀奖励三种方
式帮助地区实体书店渡过难关。

截至今年年底， 本市将重点
打造200家特色书店， 推动在全
市建立起布局合理、 层次分明、
特色浓郁、 多业融合的实体书店
发展新格局。

最近， 本市实体书店陆续恢复营业。 对于实体
书店行业来说， 在经营中遇到的难题不少。 如何打
破以往的传统模式， 让书店更适应读者的需求？ 调
查中， 记者发现如今不少书店在软件和硬件上不断
探索， 不仅举办多种多样的阅读交流活动， 还将更
舒适更有体验感的环境带入了书店中。 另外， 一系
列扶持政策的出台也助推着实体书店的发展。

【探访】

多重困扰 实体书店急需转变经营思路
近日， 记者来到了有着网红

打卡 “最美书店” 美誉的钟书阁
书店。 这家书店开业仅半年， 就
因疫情原因经营受到影响。 钟书
阁的目标客户群体是大学生、 白
领群体， 现在客流量锐减， 营业
收入大幅降低。 钟书阁店长向爱
群说： “有时候收入是零， 没有
多少顾客。 但是书店还是不能脱
离了线下体验， 让读者有个读书
静心的地方。”

不仅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调
查中， 记者发现近几年实体书店
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其他一些
问题的困扰。 比如， 一些书店不
及时转变经营理念， 仍只看重销
售图书这单一目标。 还有些书店
表面看起来是个书店的模样， 但
经营主体是咖啡、 茶点， 甚至在
店中设置一些与图书无关的手工

艺坊等经营项目。 可以说， 一系
列问题需要实体书店的经营者们
来解决。

【做法】

线上线下互动 延伸读书乐趣
开通网上书城， 为读者提供

线上选购、 线下配送的一体化服
务和电子读物 ； 开展线上读书
会、 线上讲座等活动 ， 依 托 短
视频平台 、 各直播平台、 微信
公众号等进行文化输出； 通过微
信读者群， 为读者客户提供文化
社群服务……现如今， 多家实体
书店开始选择发展线上渠道进行
“突围”。

钟书阁母体是上海钟书实业
有限公司， 总部设在上海。 去年
6月， 钟书阁首店落户北京中关
村。 今年4月18日京城第二家钟
书阁在西单老佛爷百货开门迎
客， 目前处在试营业期间。

提到线上 “突围”， 钟书阁
也有着自己的方法。 书店积极开
通了线上直播间 “钟书读书汇”
的阅读分享活动， 融科店每周三
四都有两场。 分享活动中， 店员
转身变为主播、 荐书师， 还会请
出版社的编辑来到直播间与读者
分享阅读。

更读书社目前主营业务有

“更读” 智慧城市书房和 “更读”
文化休闲空间两种项目类型 。
更 读书社是会员制 ， 为了弥补
疫情闭店期间， 会员不能到店，
推出会员延期三个月的措施 。
疫 情发生后 ， 将线下活动搬到
了线上。 比较有特色的活动包括
“燃灯计划 ” “家庭成长课堂 ”
等微信直播节目。 同时， 还联合
隆福大厦 、 北京市青年宫开展
“童心祈福” 公益主题线上绘画
征集活动。

更读书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迎接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
更读书社在4月连办5场以 “陪你
读书” 为主题的线上直播活动，
并 在 世 界 读 书 日 当 天 邀 请 知
名作者进行线上读书分享活动。
疫情发生以来， 更读书社共举办
线上活动30多场， 参与用户120
万人次。

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王府井
书店举办的 “童阅学堂” 一直深
受小读者喜爱， 以往这个活动是
在店内开展。 疫情期间， 书店将

“童阅学堂” 转在线上开展， 开
辟了 “有声伴读公益课”。 3月6
日， 第一期上线。 通过王府井书
店微信公众号每周为小读者推送
中外经典名著、 散文诗歌等名家
名作音频阅读公益课 。 截至目
前， 收听人次为2200余人。

不仅是线上 “突围”， 一些
书店还在线下活动上做功课。 以
往提到书店， 人们更多的直观印

象是买书、 卖书。 近些年， 不少
书店打破传统的经营方式， 在文
化阅读活动上下功夫。 通过组织
图书沙龙、 公益讲座等方式将书
店的功能延伸， 让更多人走进书
店感受图书的乐趣。

去年1月26日至27日是正式
放寒假以及王府井书店“怀中读·
阅童馆”重装开业后的首个周末，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书店。 期

间，书店联合出版机构，在双休日
举办了 “暖冬行 爱传递 迎新春
送‘福’字”、《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绘本讲座和《我故意不说话》新书
分享三场主题公益活动。 活动现
场， 很多小朋友通过故事体验
的形式学习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及节日的由来。 还在老师的指导
下，书写“福”字，领略了中国书法
的魅力。

如今， 不少实体书店在硬件
上不断拓展新的思路。 不再是简
单书架摆放， 而是引进桌椅、 沙
发甚至是咖啡、 甜点， 让阅读的
环境更加温馨、 舒适。 这其中就
包括王府井书店。 “创新” 两个
字一直以来体现在这家北京老店
的经营理念中 。 去年1月22日 ，
王府井书店又迎来了一次创新。
这一次变化的地方是书店的三
层 ， 这一天 “怀中读·阅童馆 ”
正式与读者见面。

为了在寒假放假前开馆营
业， 在书店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书店从一线、 二线抽调40余人，
利用4天的时间完成了二层、 三
层两个楼层， 近七万种图书的布

局调整工作。 全新亮相的 “怀中
读·阅童馆” 营造了一个家长与
孩 子 共 同 阅 读 的 场 景 。 通 过
硬 件 的变化 ， 为父母创造与孩
子沟通的机会， 分享读书的感动
和乐趣。

记者注意到， 在营业面积约
1300平方米的 “怀中读·阅童馆”
中经营着幼教启蒙类、 故事绘本
类、 科普读物类等图书近2万种。
馆内还设有读者休息区、 自助查
询机、 自助收款机等服务设施，
在空间设计上， 通过异型书架、
顶部空间装饰、 灯光效果等吸引
小读者们， 让孩子们可以在书海
中探索。 书架间点缀了附有童趣
的动物造型座椅， 全面提升阅读

体验。
最值得关注的是， 和原有少

儿阅读区相比， “怀中读·阅童
馆” 从环境设施、 业态配置等方
面进行了改造升级， 通过阅读场
景营造， 融入了文化沙龙、 亲子
互动、 主题空间等， 进一步优化
了读者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为了
更好地开展主题阅读活动， 丰富
内容供给， 馆内西侧开设儿童绘
本专区， 搭建活动小舞台， 打造
“童阅学堂” 品牌公益课， 每周
在这里会举办绘本讲座、 阅读分
享、 亲子阅读等丰富多彩的阅读
活动。 据统计， 在2019年， 王府
井书店有近一百场阅读活动是在
这里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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