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健康6 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晓露 编辑：张艳丽 责任校对：余自言

江苏扬州广陵区仁丰里，这条700米长
的巷子，让游客流连。

“我想要暖色系的配色”“该怎么抖动扇
子，出来的花纹才好看？”配色、勾漆、入
水、提转……仁丰里游客中心，游客们体验
漆扇制作。

不远处，永乐琴坊中传来琴音，仿佛在
山间盘旋，又似在水涧激荡。“到扬州一定得
听古琴曲，今日得听《梅花三弄》，可以心满
意足地回家了。”“00后”游客王蕊说。

沿街区往里走，锔瓷工艺、雕版印刷、
通草花制作……传统文化展现新活力。

南北走向似鱼脊椎骨，东西排列小巷似
鱼刺儿，呈鱼骨状的仁丰里保留着隋唐时期
的街巷肌理。青砖黑瓦、飞檐翘角，仍是古
时江南建筑风格，有旌忠寺、阮元家庙等历
史遗存十几处。

入口处，一块显眼的招牌写着“仁丰
里·非遗在说话”。这里有非遗工作室 15
家，民居客栈、特色文化空间不时可见，店
主们表示不爱做“老板”只愿当“老师”，不
为“生意”志在“创意”。

古老街巷诉说光阴的故事。地处江河交
汇之地，望运河帆影、枕长江涛声，扬州与中华
文明两大“动脉”结成命运共同体。其中，5.09
平方公里的明清历史城区完整保护，是扬州运
河沿线最具烟火气之地，分布着大小传统街巷
500多条，仍有8.5万原住民。

巷道中古琴、扬州评话之音，与淘米洗
菜、观棋人语、自行车铃声交织在一起。

原住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灵魂。扬州
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实践中，根据建筑
完损程度进行适当修缮整治，提升、改善基
础设施，通过“住得好”让老居民“留得

下”。53岁的袁荔在老街出生、长大，18岁
后曾搬离，几年前再次搬回这里。她说：“老
建筑和老邻居都还在，改造后水电气使用更
方便。在这里能看到扬州城的‘里子’。”

2500多年的建城史，为扬州积淀了丰厚
的文化遗存。“烟花三月下扬州”，古往今来

令无数人心生向往。
1957年，扬州便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为

古城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数十年历经
五轮修规，始终坚持“护其貌、美其颜、扬
其韵、铸其魂”。2017年，《扬州古城保护条
例》出台，保护古城成为“城市意志”。

不来东关街不算到扬州。千年积淀，东
关街内留下丰厚的历史遗存和人文古迹，有
个园、逸圃、汪氏小苑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4处，华氏园、冬荣园等省市级文保单位25
处、历史建筑8处，是扬州运河文化与盐商
文化的发祥地和展示窗口。

在个园里领略江南园林之美，去冬荣园
里的小剧场听一场扬州清曲，从街头到巷尾
打卡扬州美食……阳春三月，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东关街里游人如织，近两个月接待游客
200多万人次。

东关街是老城繁华的代表，仁丰里是老
城文化的符号，走入新旧交融的皮市街，青
石砖铺就的步行道凹凸不平，行人不急不
缓，茂盛的树木让街巷韵味十足，店铺以咖
啡馆、书店为主。

“网红打卡点”边城书店的主理人王军
说：“古时扬州人喜欢一盏茶香一首词，如今
一杯咖啡一本书，也许是属于当代人的‘扬
州慢’。”一街一策、一片一方，扬州在古城
保护更新中“量体裁衣”制定方案，走出了
各美其美的“焕新”路径。

古老依旧，烟火“焕新”
——感受当代“扬州慢”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邱冰清

数字化时代，在人们阅读习惯日渐改变、
网络电商抢占图书零售市场的双重背景下，实
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

一些书店坚守本色，也有书店悄然转型。
关闭与重张之间、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的
独立价值也被重新审视。

面临多重困境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现，我国成
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手机移动
阅读成为主要形式。“数读”比“纸读”更受青睐
的背景下，选择“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的成年
国民不足半数。

在某问答社区上，一则“为什么大家不愿
意选择读纸质书”的帖子下，有网友回复：“坐
地铁、挤公交，电子书可以随时读”，也有网友
坦言：“下班回家只想刷短视频，根本想不起拿
本书读读”。

除了阅读习惯的改变，实体书店的市场销

售也受到网络电商的巨大冲击。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成为仅

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实体书
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降至 11.93%，仅占 1 成
多。资深业内人士三石认为，低价直播模式对
实体书店销售冲击巨大。有业内人士表示，线
上图书价格比线下平均低20%左右。

此外，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书店从书籍种
类、服务质量到环境，都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
的需求。

天津市一位实体书店负责人说，实体书店
租金等运营成本较高，往往靠“图书+X”的运
营模式，引入咖啡、文创、轻餐饮等才能勉强收
支平衡，“多元经营下，一些书店不重视图书质
量，什么好卖摆什么。”

有读者告诉记者，带着孩子去书店选书，
发现书品“参差不齐”，甚至有不适宜儿童阅读
的图书摆放在少儿图书区。

转型之路怎样走？

近年来，实体书店正历经前所未有的转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告诉

记者，目前实体书店转型呈现“四大转变”——
从单纯卖书向提供阅读服务的转变、从卖场到
阅读空间的转变、从线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的转变、从单一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转变。

全国实体书店联盟计划“书萌”发起人孙
谦说，实体书店可以帮读者更方便地找到心仪
的书，也能成为交友和思想交流的平台，具备
打造线下优质社交的优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沈含章说，现
在不少书店空间美、有个性，活动丰富、体验超
值。

近两年来，一些读者开始回归实体书店。

“线下场景中，产品、服务与消费者的接触是直
接的。”三石说，实体书店是连接人与人、人与
书、人与作者、人与活动的阅读与社交空间，这
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

今年 1 月举办的 2024 中国书店大会以
“创新，重塑书店价值”为主题，鼓励书店创新
管理、创新服务、转变思路。孙谦说，书店经营
形态正在从“以货为本”向“以场为本”进而向

“以人为本”转变。
在上海文艺氛围浓郁的长乐路上，朵云书

院·戏剧店成为戏剧迷们的“天堂俱乐部”。他
们不仅可定期获得戏剧大咖的推荐书单，还能
参加剧本朗读会，在书店里的“小剧场”参加演
出。戏剧店提出“创意共生”口号，孵化原创戏
剧，与各类艺术院校携手变身“产学研”基地，
探索根据热门题材生成并反向输出戏剧作品。

“每一间书店，都要让读者找到热爱的理
由。”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凌云说，实体书店经营不易，一直在努力创
新。现在的书店更像书房、讲堂、展厅、剧场、
会场、文苑、客厅……书店运营者集图书发行
商、文化服务商、空间运营商“三位一体”。

留住读者最终靠什么？

刚刚过去的3月，北京海淀，被誉为“百万
学子大书房”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重张开业。相
隔不远，北大老牌书店“风入松”归来。被称为

“爱书人的港湾”的万圣书园，也凭借深厚的学
术背景和丰富的图书资源，吸引大批读者。

业内人士认为，提升“选品特色”是书店的
灵魂。实体书店可以靠“颜值”吸引读者，但最
终能留住读者的仍是“内涵”。天津市河西区
图书馆副馆长徐瑞琳表示，图书选品要经过调
查、筛选等，贴近读者需求，只有保持独有的

“选品特色”，才能吸引更多读者。
近年来，一系列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政策

陆续出台。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实体书
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提出，支持实体
书店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引导实
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实体
书店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

业内专家提出，实体书店要想更好活下
去，还需更多打造数字化阅读无法替代的线
下沉浸阅读体验，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瑞洁
认为，“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不能把所
有生活都留存于虚拟空间，依然需要与‘附
近’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店可带
给读者更丰富的‘在场’体验。”

在三石看来，当下大部分实体书店零售
模式仍是传统的先开店、后进货、再卖货的
模式，即场、货、人模式，而新的商业模式
是先精准获客、其次留存、然后转化，即
人、货、场模式。同时，实体书店零售和销
售方式要从“物以类聚”向“人以群分”转
化。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书店应进一步深入
百姓生活场域，走入街道社区、乡村农家，
在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的基础上，降低运营
成本。“离开城市中心的商圈，走向更广阔的
基层，或许可以赋予书店新的发展契机和生
命力。”马瑞洁说。

“书店是城市里的文化之光，是不可或
缺的精神绿洲。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是不
灭的理想。”孙谦说。书店连接着文化空间、
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只有坚持以知识服务
为宗旨，以大文化为目标市场，才能成为读
者心中永远温暖的那束光。

数字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如何突围？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孙丽萍 白佳丽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悄然改变，读书的时间、空间也不断压缩。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去书店？实体书店是否仍有存在的意义？
同时，当书店凭借“高颜值”成为“网红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咖啡甜点代替书籍成为“主角”，人们也在思考：书店的独立价值与核心竞
争力在哪里？

◆健康科普

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司美格鲁肽现在也被用来帮
助不少肥胖症患者减轻体重。但相关研究显示，这类药
物在停用后容易出现体重反弹，人们需要在停药后继续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并关注后续体重，如果体重反弹趋势
明显可能要恢复用药。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
体激动剂，能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
缓胃排空而增加饱腹感，抑制下丘脑摄食中枢的作用而
抑制食欲，达到降血糖减轻体重的效果。它最初是为治
疗糖尿病开发，后被发现能显著减轻体重且副作用可控，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被用于肥胖症治疗。

一篇近期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网站的文章说，不
少患者在服用这类药物一段时间后因胃肠道反应、达到
减重目标或用药成本高昂等原因停药，很多停药的患者
体重反弹，一些人出现血压升高、血糖和胆固醇回升等症
状。这篇文章援引此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研
究称，大约800名参与者连续每周注射司美格鲁肽并配
合饮食调整和锻炼以及心理咨询，4个月后体重平均降
低10.6%，之后近一年里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转为注射安
慰剂而其余人继续注射司美格鲁肽，结果发现注射安慰
剂的患者体重平均反弹近7%，注射司美格鲁肽的患者体
重则持续降低。

对肥胖症有长期研究的健康专家阿里亚·夏尔马说，
人体天然地试图让体重保持在原先水平，而这类药物的
作用就像给橡皮筋施加拉力一样改变体重的初始状态，
离开药物体重容易出现反弹。肥胖症是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期治疗，而医生能做的只是改变患者身体状态，目
前还无法治愈这种病。

专家建议人们在停药后应持续关注食欲和体重变
化，维持健康饮食习惯、锻炼身体等，同时研究人员也
应关注患者达成预期的体重目标后他们身体的变化情
况。 （新华社发）

研究发现一些减肥药
停药后体重易反弹

◆三餐四季

“春夏之交，气温转暖，儿童手足口病病例数明显增
加。”近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李
兴海接受采访时表示，进入手足口病高发期后，家长、老
师应多关注孩子手、足、口等部位症状表现，发现异常及
时就诊。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可通过
飞沫、接触及食物污染等途径传播，主要在3岁至5岁儿
童中流行。患儿通常会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等
症状。

“患病后，患儿口腔内会出现疱疹，初期为小红点，后
发展为水泡，最终破溃形成溃疡，此外手、足和臀部出现
斑丘疹。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手足口病称
为疱疹性咽峡炎，病症主要表现为口腔内有疱疹，而手、
足和臀部没有丘疹，这种病症较为少见，要避免误诊或漏
诊。”李兴海说。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手足口病？李兴海建议，接触
公共物品后、进食或抚触口鼻前应洗手；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定期清洁和消毒玩具、餐具等物品；手足口病流行期
间，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保持良好的
饮食习惯，避免食用生冷、不洁的食物。

“大多数手足口病患儿症状轻微，一周左右即可自
愈，但严重的手足口病或可并发脑炎、脑膜炎，甚至导致
死亡。因此，对于手足口病的预防和控制尤为重要，除了
日常加强防护，接种肠道病毒71型（EV71）灭活疫苗可
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李兴海说。 （新华社记者 高爽）

专家：手足口病
高发期应做好预防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告别美丽的春天，立夏来到面前。如果说，春是生
的季节，是花的姹紫嫣红，那么夏便是长的季节，是叶
的绿意葱茏。万物生长，人有“成人礼”，立夏便是万
物的“成物礼”，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盎然活力。

正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夏，假也，物
至此时皆假大也。”《尔雅》曰：“夏，大也。”“假”是
盛大的意思，季节交替中，一夜微风催走春的身影，夏
天的号角已经吹响。立夏俗称“四月节”，是标示万物
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

古人爱立夏，写下无数佳句诗篇，藏在史籍的字里
行间。它们犹如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星辰，从中华上下
数千年岁月中缓缓流过，至今熠熠生辉。其中，陆游曾
作过三首立夏诗，将人们对春夏更迭的感情、立夏的时
令风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今人读来都颇有意趣。

立夏前两三日，陆游不忍春逝，有些伤春惜春之
情，作诗写尽内心愁绪，曰：“余春只有二三日，烂醉
恨无千百场。芳草自随征路远，游丝不及客愁长。”

到了立夏这一天，诗人见春深迟暮生已成、夏初万
物长蕃秀，精神为之一振， 对生机勃勃的立夏猛生好
感，又曰：“赤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泥新巢燕闹，
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日斜汤沐罢，
熟练试单衣。”

立夏过了十余日，陆游还沉浸在万物风华并举的喜
悦里，他写道：“争叶蚕饥闹风雨，趁虚茶懒斗旗枪。
林中晚笋供厨美，庭下新桐覆井凉。堪笑山家太早计，
已陈竹几与藤床。”这一时节，他观蚕事，试茶艺，品
尝晚笋，坐梧桐树下纳凉……寥寥几句诗，将山里人夏
天那清凉自在又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
意境优美，明白如话。

陆游的立夏“一键三连”，足见其对这一节气的喜爱。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薰风带暑来。”立夏日，

太阳到达黄经 45 度，气温逐渐升高，万物生长旺盛。
在古代，人们会举行“迎夏”仪式，还会吃立夏蛋、喝
立夏茶，以祈求平安健康。

“立夏尝三鲜”的习俗，也深受人们喜欢，意在庆
祝初夏的丰收。其中，有的地方品尝苋菜、蚕豆、黄瓜
等“地三鲜”；有的地方品尝海蛳、鲥鱼、河豚等“水
三鲜”；有的地方品尝樱桃、杏子、枇杷等“树三鲜”，
总之就是应季而食，舒服度夏。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说，“尝鲜
是立夏的主题，也是多地的习俗。与秋收后即将来临的
严冬彻骨寒意不同，夏收时满目都是盎然绿意。人们面
对新鲜的蔬菜瓜果豆苗，品尝冬春以来孕育的果实，庆
祝一年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获，体验的是物质丰富的尝
鲜快感，在内心升腾的更多的是惊喜和愉悦。”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春天那色
彩斑斓的百花所散发的香气渐行渐远，在满目葱翠中，
白裙飘飘的夏季带着瓜果香翩跹而来。季节更迭，周而
复始，呈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春争日，夏争
时”，随万物灼灼成长，迎接更好的自己，才终不负时
光。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立夏：

芳菲随春去 碧绿入夏来

4月21日，读者在北京市西单商业街一
家书店内购书。(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 （新华社 陈文武 摄）

4月22日，演员在扬州东关街冬荣园里的小剧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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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316016

遗失声明

▲宋克前不慎将
购买西湖嘉园第2号
楼独立单元19层东3
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壹份丢失，合同编号：
YS0029376，房 屋 代
码 ：101488，声 明 作
废。

▲孙婷婷不慎将
坐落于山亭区北京路
89 号绿城御景公馆

（二期）15号楼3单元
602 室的不动产登记
证丢失，证号为：鲁

（2020）枣 庄 市 不 动
产权第 3001199 号，
声明作废。

▲赵雁凌（身份
证 号 为 ：
3704021973021578
48）不慎将毕业于枣
庄学院（原枣庄师范
专科学校）会计学专
业的专科毕业证丢
失，毕业证书编号：
985060411，声 明 作
废。

▲枣庄金尊实业
有限公司原财务专用
章，原法人于跃贵章
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