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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弹幕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弹幕开启大众媒介社交和社会化阅读相结合的新范式，弹幕的

功能和价值给阅读推广带来启迪。在媒介融合和数字阅读背景下，图书馆要加强与新媒体融合协作，吸收和借鉴

大众传媒的有益经验，让弹幕功能赋能阅读推广，提升数字阅读推广能力，以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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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源自军事术语，意指子弹或炮火密集射

击形成的幕布场景，现在常说的“弹幕”是指网络视

频中“飘屏”而过的互动性文字符号。2006年弹幕出

现在日本动漫视频分享网站Niconico上。2007年我国

出现弹幕式分享网站AcFun，2009年出现弹幕视频网

站Bilibili（以下简称“B站”）。之后，弹幕受到众多网

络平台的关注，如土豆、爱奇艺、优酷、乐视、腾讯、搜

狐、虎牙等均设置了弹幕功能，电商平台将弹幕应用到

大众熟知的淘宝、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媒介中，大

型微社交平台微博于2019年在短视频界面开启了弹幕

功能。弹幕从动漫游戏迅速渗透影视、综艺、文学、艺

术、文化、教育、营销等领域，从最初年轻人自娱自乐的

小圈子，走向大众社交生活的大舞台。随着科技进步和

社会发展，弹幕的形态和功能进一步拓展和衍生，弹幕

文化将影响更多的领域和群体，产生巨大的网络文化

魅力[1]。

目前，弹幕的交互功能虽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弹

幕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还较少。本文在媒介融合和

数字阅读背景下，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视角，探讨弹幕

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有利条件及其可行性，提出

图书馆应用弹幕开展阅读推广的策略，旨在借助弹幕

等新介质，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建设。

1  弹幕研究与应用概述

近年来，学界对弹幕的内涵、功能特点、用户使用

动机等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相关研究主要以社交弹

幕视频网站为例，对在线视频的弹幕进行描述和情感

分析，分析用户弹幕评论行为的影响因素[2]。有的研究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扎根理论，分析驱动用户使用弹

幕评论的情感、认知和社交等需求，认为情感需求是驱

动用户使用弹幕评论的主要影响因素[3]。有的研究基于

数字人文视角，认为研究数字人文视频用户的弹幕评论

行为生成机制有益于增加用户活跃度，从而增加弹幕

数量，促进数字人文视频的推广[4]。有的研究从学习科

学、信息系统等相关理论出发，探寻弹幕偶发学习投入

与学习交互的机理[5]。

弹幕的兴起给实业界尤其是文化传媒产业和电商

平台带来了有益的启迪。现在弹幕的应用已不局限于

动漫、动画、游戏领域，而是渗透大众文化平台和社交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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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之中。除了专门的社交弹幕视频网站外，弹幕在电

视网络直播、教学视频课程、电子书等方面也得到了广

泛应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开放式网络教学平台和

在线课程视频中，通过合理利用弹幕能够产生促进教

学互动、活跃学习气氛的特殊效果。在网上授课和视频

教学中，学生发弹幕提问题，老师回弹幕解惑释疑，有

效增强了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提高了课程的参与度，改

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6]。在社交阅读方面，2022年“起

点读书”跨界B站元宵晚会《上元千灯会》，首次尝试了

“网络文学+国风晚会”的业态融合联动，给喜爱网文

和国风的年轻观众带来了奇妙体验。图书馆界通过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移动信息服务已较为普遍，

但视频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图书馆+弹幕视

频”的融合应用还很鲜见。有调研显示：截至2020年8
月25日，14个高校图书馆在B站开通账号[7]；截至2021
年6月15日，有32个公共图书馆在B站开通账号[8]。在B
站开通视频服务的图书馆较少，弹幕互动程度较低，图

书馆弹幕视频传播力和影响力尚未得到充分展现。

在媒介融合与数字化阅读环境下，弹幕独特的交

互功能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业界需要

探讨弹幕视频服务在资源推介和阅读推广中的应用，

与公共文化传媒和大众新媒体开展广泛协作，精心设

计场馆弹幕，创建弹幕阅读文化品牌，为全民阅读推广

增添活力。

2  弹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有利
条件

2.1  弹幕的功能价值

在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网络虚拟互动平台上，

受众以弹幕形式发表观点、参与讨论并获取信息，这既

是网络数字时代观看视频的一种新体验，也是跨时空

社交互动的新范式。弹幕在话语形态、表达方式、传播

途径、文化赋能、价值创造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成为

继微博、微信之后又一“撒手锏”[9]级的社交媒介。弹幕

吸引大众眼球、受到青睐，关键在于其即时互动的交互

功能。弹幕的“实时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特征”[10]能够

让观众（用户）将观点看法、思想感悟等即时发布呈现

在屏幕上。当弹幕数量较多时，形成一种覆盖式评论，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弹幕的评论功

能有别于传统的在讨论区发帖、回复评论方式，打破了

时空限制，使得多个用户能即时（拟适时）地对某个视

频内容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营造出一种集体围观的氛

围和身临其境的体验，容易引发强烈共鸣。随着新媒体

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直播的普及，在线视频网站提供了

发送弹幕、用户评论、订阅订购、边看边买等功能，弹

幕实现了用户与内容、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凸显了

当代大众传播的跨时空性和即时互动性，使得人际交

流和文化传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弹幕的价值在于同时包含内容传递、情感互动和

即时性等特殊属性，其中情感互动性对视频传播效果

有着重要影响[11]。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介质，弹幕上不

断“漂浮”的文字符号是附着在“对象”之上的一种特

殊信息，为知识再生和文化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

材”。因为弹幕个体在不同视角下对同一客体进行多

维观照，在视、听、观、阅中各抒己见，容易产生思想火

花，激荡情感涟漪，从而带来新发现，产生新意义。弹

幕的价值与意义的生成过程，实质上是众人共创知识

和文化的过程。用户在观看视频、阅读文本时，基于自

身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对观照对象进行改造和重

塑，把原创推向了再创，使得固有的视频或文本被赋予

新内涵，其意义空间得到拓展。弹幕消解了读者与作者

的二元对立，使作品拥有了社交媒介和文化再生的意

义。从创作与批评的角度来看，文本创作与阅读阐释是

相互依存的过程，弹幕在改变读者传统身份的同时，也

延展了作品自身的功能和意义，使得图像与文字、读者

与作者融合成一种“人际书写的共同体”[12]。从精神产

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渗透与转化来审视，弹幕在反映

数字时代人际互动新方式的同时，也悄然参与并激活了

知识生产与文化创新。弹幕文化衍生的价值意义，正是

由知识生产者与弹幕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结果。

2.2  弹幕应用于阅读推广的环境因素

数字智能时代，阅读形式和阅读内容发生了显著变

化。2022年4月23日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数字阅读分论坛

暨第八届数字阅读年会报告显示：全民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达到5.06亿人，偏好电子阅读的用户占比达96.81%，

人均阅读电子书11.58本，用户对数字阅读产品的满意

度为54.32%，分别有70.98%和64.80%的用户认为数字

阅读产品应注重改进内容质量和优化阅读体验[13]。有

研究表明，在推动全民阅读中，读书会、微书评、“图书

馆+”[14]（这里“+”是指一种跨界合作方式，如图书馆+



632023年第19卷第4期

咖啡屋、图书馆+书店、图书馆+出版社等）服务方式得

到了学者的积极推荐，对激发阅读兴趣起到了积极作

用。近年来，电子书出版中出现了一种结合弹幕技术的

新型出版物——“弹幕书”，电子书App在阅读页面上

添加了超链接弹幕浮窗功能，读者针对任意内容添加评

论并显示评论数量[15]。电子书的弹幕设计方便了交流，

满足了阅读与社交的双重需求，使阅读成为“悦读”，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弭和缓解读者的孤独感和焦虑情

绪，可谓一种别样的“阅读疗法”。在新媒体深度融合

背景下，阅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看书阅读，各类数字

影音、影像、视频、听书等给读者带来了沉浸式阅读体

验和享受。

在网络知识社区、微博、微信和短视频等普及的当

下，图书馆如何利用弹幕这一新媒介推动数字阅读和

网络资源利用值得关注。在阅读推广活动中，通过灵活

多样地配置弹幕导读，能够调动受众的参与热情，激发

读者阅读原著、重读经典的兴趣。当今，在公共数字网

络资源中已有不少经典图书内容被制作成影视、动漫、

视频、PPT、图片等，内容更加生动直观，图书馆也有很

多珍贵典籍经数字化后走出“深闺”、飞向“云端”。良

好的数字阅读环境为图书馆利用弹幕开展阅读推广创

造了有利条件。

3  弹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可行
性分析

3.1  从新媒介传播功能视角分析

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活

动。信息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即讯息”[16]。媒介既

是信息的“倍增器”，又是信息“传输管道”的“把关

人”[17]。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改

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和读书方式。随着阅读的数字化、

社会化、社交化程度不断加深，阅读推广需要适应信息

传播的新环境，充分利用新媒体、新介质。弹幕既是信

息又是媒介，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介质，它集媒介与信息

于一体，具备了承载和传播信息的条件和要素。借助网

络传输技术，弹幕发布者能及时将信息传播出去，并能

获得众多的交流反馈。同时，弹幕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

收者，还是信息的发布传播者，通过相互不断的“你来

我往”，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多向性。在传播学语境下，阅

读推广是阅读信息的推介传播活动，是推广者与读者

之间信息交互的过程。因为阅读受到个体和社会条件

与环境的综合作用，阅读推广并非单向的“授”“受”

活动，需要根据众多变量选择推广路径，实现“我推你

接”的呼应效果。弹幕技艺虽小，但互动性极强，弹幕

信息附着于网络新媒体后则如虎添翼。凭借特有的媒

介交互功能，弹幕在阅读推广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

间架起了一座互联互通的“桥梁”，成为阅读推广可资

利用的新型“中介”。

3.2  从读者与作者共创文本视角分析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姚

斯十分关注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认为大众并

非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作品便

无生命[18]。另一代表人物伊瑟尔从具体阅读活动出发，

关注阅读过程本身和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

文本的结构在情节、人物性格、对话、心理描写等方面

存在大量的“空白”，需要由读者来阐释填充，文本的

潜在意义需要读者参与方能实现[19]。接受理论将读者

置于阅读活动的中心地位，重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和审

美体验，尤其重视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给

弹幕应用于阅读推广带来了重要启迪：阅读推广不仅

是以“推”促“读”的信息互动，还是以“读”助“创”的

知识生产活动。弹幕应用于阅读推广不仅扩大了阅读

传播渠道，还提升了读者在阅读中的审美期待和能动作

用。读者通过弹幕互动参与了文本构建，对“原本”的

意义和内涵进行不断阐释补充，使作品的价值意义被不

断重构。读者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梗、段子、情节，

使文学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活文学”，让知识生产成

为“维基百科式”的大众集体创造，体现了读者与作者

共创文本和知识的理念，凸显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3.3  从阅读品牌创建推广视角分析

图书馆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为宗旨，这与以顾客消

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相通。现代营销尤其注重应用

网络技术、利用网络新平台加强与客户互动，扩大产品

销路。事实上，现代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借鉴营销学理论

与实践模式开展知识服务和文化营销活动，在阅读推

广中利用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阅读信息，加大阅读推广

力度。在与图书馆相关的图书出版销售行业，近年来悄

媒介融合环境下弹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探论周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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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的“知识带货”就与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有

异曲同工之妙。举办者邀请名人学者、网红作家等做客

直播间，令人耳目一新，使读者产生阅读和购书的强烈

欲望，让许多经典名著、学术图书火爆“出圈”。图书馆

通过在信息服务中引入弹幕视频互动，不仅能扩大受

众覆盖面、提升受众参与度，全面推介馆藏资源和广泛

传播阅读信息，还能及时掌握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对

阅读群体进行“聚类”和“分众”，便于开展精准化、精

细化的服务导航和阅读推送，提高阅读推广的指向性

和针对性，如同网络商家精准招揽顾客一样吸引并留住

读者。因为图书馆有别于一般的大众信息传媒，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是一种公益性的知识营销和文化传播活动，

弹幕阅读推广重在突出知识内核、文化品质，让知识阅

读、文化阅读在读者心目中占据核心位置，进而触发其

化身为阅读“传受人”和“推广人”，在多种媒介阅读平

台上“现身说法”，进一步扩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品牌

效应，提升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的美誉度和

辐射力。

3.4  从社交阅读互动分享视角分析

数字阅读是“基于数字文本知识和数字媒介信息

获取的一种阅读活动和文化现象”[20]，基本特征是数

字化、媒体化、动态化、交互化。动态化是数字阅读区

别于传统阅读最鲜明的特征，读者能实时感受到屏幕

上不断流动的文字、图像及符号；交互化则显示了数

字阅读的突出优势，实现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

的交流互动。互联网时代，“社交”介入阅读，形成当下

阅读新趋势。2018年有关调查显示：“八成左右受访者

选择通过社交平台，如微信、微博、豆瓣、知乎等分享

与阅读有关的内容，阅读社交化的趋势日益明显”[21]。

2017年“起点读书”为满足读者即时评论的社交需求，

推出“本章说”（段评、章评）功能，迅速引起了读者的

热烈反响，以至于一本小说的评论数达不到“10万+”，
就算不上“爆款”。社交化阅读强调交流互动：有时读

者看到一些精彩的段落和章节，会拍案叫绝，表达欲油

然而生，发表弹幕评论一番，继而引来众人围观，还可

能收获他人的读后感。如此，读者在相互交流反馈、分

享体验中形成一种“共读”现象。而“共读”理念更是

被网易“蜗牛读书”摆上台面：读者从“书架”上挑选一

本书后加入共读小组，与好友在同一时段共读一本书，

这样的阅读让读者不再孤独冷清，总有书友们“在场”

温馨陪伴。这种基于内容与社交互动的共享式阅读，正

是赛博空间语境中社会化阅读的新样态[22]。读者在“共

读”中呈现自我，在读书品味中寻觅知音同好，满足阅

读与社交的双重需求。社交化阅读依赖媒介技术平台，

在社交媒体兴盛的当下，弹幕被广泛融入全媒体、多媒

体、自媒体，弹幕的功能特点与社交化、数字化阅读在

“动态交互性”特征上高度耦合，弹幕互动把大量具

有相似阅读偏好的人群联结起来，形成一种社交阅读

“聚会”，为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持。

4  图书馆应用弹幕阅读推广的策略

4.1  彰显特色：精心设计场馆弹幕，创建阅
读文化品牌

图书馆应用弹幕开展阅读推广，关键在于立足自

身、形成特色，呈现图书馆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独特

景象。图书馆在弹幕视频设计元素中，要突出“书山引

路”“学海导航”的机构特征，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字

幕，融入动漫、情景剧、影视剪辑和配乐等流行元素和

风格，以丰富弹幕视频的表现形式，提升视听效果。在

弹幕功能上吸纳新媒体的“沉浸”与“动感”体验，将

场馆功能宣传和阅读空间展示与各类阅读资源推介紧

密结合起来，将文本阅读资源进行数字化、可视化呈

现，在互动交流和分享中将图书融入匹配的文化场景，

营造图文并茂、身临其境的阅读场景，使阅读场景化、

具象化，让阅读成为轻松、愉悦的文化社交之旅。在弹

幕语言技巧方面，可学习吸收新媒体平台的一些有益做

法，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例如，在利用弹幕推介图书

时欲扬先抑或玩梗吐槽[23]，使用新颖别样、趣味横生

的语言，以阅读体验为“卖点”，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图

书馆弹幕阅读推广尤其要突出文化品位，创建阅读文

化品牌，将学术性、知识性、文化性巧妙融合，把图书展

示、文化讲座、重读经典等活动融入弹幕宣传，构建全

方位、立体化的阅读推广模式。

4.2  媒介融合：嵌入网络弹幕平台，助力全
民阅读推广

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要更加关注数字网络新载

体、新平台，积极寻求跨界协作，搭建高质量的弹幕视

频服务平台，打造弹幕阅读推广的精致空间，以助力全



652023年第19卷第4期

民阅读推广。图书馆要积极开通B站账号，加强与QQ、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融合，与拥有一定用户量的

热门直播网站合作，将图书馆账号嵌入网络社交平台，

建立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共享式阅

读推广弹幕网。通过链接B站、虎牙、抖音、腾讯视频、

百度网盘等，吸收其在视频制作、编辑、上传、展示等

环节的丰富功能，实现多层嵌套、多维标签、深度搜索，

助力阅读推广的内容多元化、形式网络化。当今大众传

媒平台中出现“知识分享”[24]视频直播，以“知识+带
货”的方式，把学者的文化趣味、文化爱好与所售书籍

结合起来，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受众，打造了数字文化消

费的新场景。“知识带货”给阅读推广带来了启迪：图书

馆要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弹幕视频中采用有奖

竞答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群体参与。图书馆利用网络直

播，可突破人员、场地和时空的局限，使更多的社会读

者享受与馆内读者一样的文化大餐，如2016年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在网易新闻客户端举办了讲座、读书会、阅

读大战、新书推介、图书荐购等30场网络直播，除了阅

读大战专场外，29场直播点播量达73.27万次，每场点播

量超过2.5万次[25]。通过将弹幕与其他媒介结合，图书

馆可以产出阅读播客、阅读真人秀、阅读脱口秀等新鲜

产品，让阅读变得可思、可感。借助弹幕视频直播，让更

多的经典名著、优秀作品实现图像化、声音化传播，使

文字阅读变得更加立体、生动，这有助于馆藏资源与服

务多渠道发布、多样性传播、多圈层拓展，满足大众阅

读的多元与个性需求，为全民阅读推广拓宽渠道。

4.3  虚实相生：开展线上弹幕互动，促进线
下阅读活动

弹幕视频服务增强了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性，拉

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为进一步精准组织线下阅读活

动提供了动力和依据。弹幕视频增强了大众的参与度，

有利于社会潜在读者向图书馆现实读者转化。在利用

弹幕视频进行阅读推广时，图书馆要时刻关注读者的

反馈，及时回复评论和互动交流，并根据反馈信息不断

调整与优化阅读推广策略，提高读者对图书馆阅读导

航服务的信任度。在线上视频阅读活动中，围绕特定的

阅读主题，邀请网络直播红人、文化名人等开展文化课

堂、读书沙龙、诗文诵读、学术研讨、读书会等活动。在

互动过程中，要积极引导用户互动交流、分享体会，并

及时发现阅读达人、读书之星，适时吸纳其成为图书馆

弹幕视频的嘉宾和阅读推广人，让他们分享阅读故事，

调动更多的潜在读者参与图书馆组织的阅读活动。图书

馆要根据弹幕互动数据对用户进行分析归类，建立用户

标签，识别粉丝读者，以便在阅读推广中开展精准化、个

性化服务。弹幕视频阅读推广要与线下阅读活动有机结

合，一些线下读书活动可同时进行网络直播，有效承接

线上活动积累的品牌口碑和沉淀的读者流量[26]。图书馆

应打通线上线下阅读通道，使线上体验的广度与线下

体验的深度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对线上线下读者的引

流，把弹幕互动的“人气”转化为线下阅读的活力，使

线上线下、馆内馆外的阅读活动呈现出虚实相生、动静

结合的生动景象。借助灵活多样的媒介传播和线上弹

幕广告效应，将数字化的馆藏纸质图书移至“云端”，

促进馆藏纸质资源与网络电子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

彰显图书馆实体空间和有形资源在全民阅读中的独特

优势。

4.4  扬长避短：创新弹幕推广方式，净化弹
幕文化生态

弹幕与新媒体碰撞，促进了大众阅读和文化消费，

反映了新媒介对于文化出版等行业的正面作用。同时，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亚文化的弹幕亦是如

此，不加甄别过滤和法律规约的弹幕传播可能会带来

负面影响，产生与社会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相悖的消

极现象。尽管如此，数字阅读与新媒体已不可分割，网

络社交平台与知识社区集聚了数量庞大的读者用户，

“云端”可呈现海量的优质书籍和多样的阅读方式，利

用新媒介加强阅读推广依然是必然选择，关键在于扬

长避短、正确引导和有效把控。一方面，在信息传播移

动化、智能化、可视化、场景化、社交化的普遍趋势下，

要认识到新媒介的积极作用，主动融入多媒体网络传

播平台，让弹幕媒介技术赋能阅读推广。为此，图书馆

应不断丰富和拓展“弹幕+”的内涵和形式，以“弹幕+
图书”“弹幕+阅读”“弹幕+文化”“弹幕+知识”等模

式，将推广与阅读相互串联，将阅读与文化深度融合，

将看书、读书与“耳朵听书”“视频讲书”演绎互补，推

动传统阅读向现代阅读的兼容转化。在快餐式的速览

快读时代，要积极寻找大众高水平阅读的内在驱动力，

使读者产生阅读与欣赏精品佳作的强烈意愿，打开通

往国粹经典的阅读之门，把优秀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

人群中去，提升阅读推广的文化传播力和知识营销力。

媒介融合环境下弹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探论周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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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理性地审视新媒介，净化弹幕文化空间，

在文化自觉中守正创新。由于网络具有独特的社会属

性，弹幕媒介具有超强的媒体属性和社交属性。弹幕信

息存在松散化、情绪化、肤浅化趋势，甚至会出现极端

化、非理性言论。因此，图书馆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

职能和文化导向功能，主动引领弹幕的话语和舆论导

向，把弹幕阅读推广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教育和引导用户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自觉抵制不良弹幕信息的生成

与传播。图书馆在与弹幕媒介融合时，要尊重知识产权

和防范化解技术风险，筑牢数字人文空间和文化意识

形态的安全屏障，培育清朗明净、活泼健康的弹幕文化

生态。

5  结语

当下，元宇宙、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VR）、增
强现实（AR）等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人

们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弹幕阅读

推广基于以用户为核心、以关系为纽带的媒介社交理

念，开启了大众信息传播和社会化阅读的新视域。在数

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要大力提升数字阅读

服务能力，将阅读推广与现代新媒体深度融合，借助弹

幕等新媒介加大阅读推广力度，推动全民阅读和“书香

中国”建设。新时代的媒体形态、传播形式不断变化，

高质量的阅读内容依然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竞争

力。图书馆要依托丰富的阅读资源和专业导航优势，用

新媒介、新技术赋能阅读推广，让互联网时代的书香更

浓[27]，让更多的优质阅读资源滋润人心、启迪民智，不

断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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