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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在小说《岛上书店》中有这样一段

话：“他们喜欢小岛书店，尽管他们也

有时购买电子书、在网上购书，他们喜

欢一提起这个镇，就说小岛书店就在

主要商业区的中央，是下了渡轮后去

到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地方。”从很多方

面来看，更读书社的隆福店都和故事

中的那家“小岛书店”十分相像：店内

设有咖啡角和直播区、虽处于繁华之

中却保有宁静，还有最重要的，人们愿

意在这里停留，与书籍独处，让心灵在

此温暖地栖居。

让书店成为“打卡地”

更读书社是北京的本土品牌，首

家 门 店 创 立 于 2018 年 。截至目前，在

北京已有 17家分店。更读书社创始人康

卜川生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他的采访

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是爱书的人，也

是爱书店的人。“在我小时候，获取知识和

信息的渠道很窄，阅读书籍是最好的一个

渠道。如今，阅读尤其是深度阅读，依然是

我所坚持、偏爱的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

式。它可以帮助我思考，让我获得最大的

收益。这一点我认为是弥足珍贵的。”

康卜川创立更读书社除了因为希

望与更多的读者分享阅读的乐趣，还

因为他看到了机遇。传统的书店以书

为核心产品，这种经营方式如今受到

互联网的冲击，电商平台可以将这一

过程做得更加垂直，同时辅以资本的

补贴，如让购书人的利益最大化。“现

在一个主流说法就是书店正在经历寒

冬，但是在我们看来，寒冬同时也意味

着机遇，就像冬至过后白昼会逐渐变

长，天气会逐渐变暖一样。”

康卜川认为，一家书店真正的核

心竞争力应该是提供给人们一种生活

方式，而不是单一的产品。这看似简单

的一句话便是他的核心观点，同时也

是他对更读书社的定位。

“作为一家线下的实体书店，它首

先是商业，商业最需要的就是流量，而

流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流量，另

一种是被动流量。我们希望在每家书

店都有自己的打卡点，有能给人们留

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我们店门口

的装置艺术、比较有特色的吊灯、布置

的彩云装饰等，诸如此类的设计和布

景会形成一个又一个打卡点，通过到

店用户主动拍照、上传到网络来形成

传播效果，获得被动流量。主动流量则

通过我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进

行各种宣传推广活动来获得。”

走进更读书社，随处可见“买书就

是最帅的消费主义”“让阅读点燃生活”

等内容的标识。“我们的读者走进书店，

他们首先看到装置艺术，然后看到图

书，接着看到这些像口号一样的标语。

这些提示性的语言会一点一点地打动

顾客、增强顾客的心理体验，等到心理

体验达到他们的预期或超过这个预期

的时候，刚好手边就有一本书或一款文

创产品，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转化，那么

最终就会形成消费。”

让生活回到“线下”

就在记者采访康卜川的同时，一场

《阿加莎经典作品集》有声剧主创见面

会正在更读书社内举行。该剧导演吴红

涓、演员周野芒等主创人员与读者“零

距离”接触，分享着剧里剧外的故事。康

卜川说，如今有声剧也是很多青年喜闻

乐见的一种文化产品形式。这样的见面

会能够与读者产生联动，将读者从“线

上”引至“线下”，让读者能够走进书店，

感受到书店营造的氛围和生活方式。

“所谓的生活方式，就是感受生活

中多姿多彩和有趣的一面。比如今天，

我们面向的是有声剧的爱好者和推理

文学的爱好者。见面会现场，读者可以

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扫码到线上

音频平台收听有声剧，同时我们店内也

在进行阿加莎系列图书的展卖，这样既

有线上的产品，又有线下的产品，同时

还融合了社交的性质，这 就 是 一 个 完

整的生活方式。”

导演吴红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更读书社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

以敞开心扉的场所，人们可以与书交

流，同时也可以与来到这里看书的人

交流。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孤独

者，每个人又都需要盟友。“在这里我们

能听到观众对我们最直接的反馈，同时

我们也把对作品的理解反馈给观众，让

大家能更好地去理解作品，最终更好地

理解人、理解世界。”

康卜川说，这种打造线下生活方

式的理念，也即将通过中国青年报社

“温暖一平方”平台，注入到与中青报

联合打造的新门店中。“这家即将在海

运仓落地的门店虽然体量不会很大，

但却会拥有众多亮点。我们会采取线

下的读书会形式，每一次会有一个不

同的主题，面向不同的受众，把生活中

和阅读、文化相关的内容展示出来，引

导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感受生活的

多姿多彩。同时也会和一些正能量的

公众人物合作，通过他们引导年轻人

重新回到阅读。”

除了见面会，在更读书社的图书

借阅区，不少人在进行着另一项传统

而简单的线下活动——阅读。

一位80后父亲说：“我自己很喜欢看

书，这次带我儿子来，让孩子通过看书感

受这个世界。这里的氛围很适合阅览，大

人和孩子都可以沉下心去看喜欢的书。”

一 名初二的学生经常来这里借书

看，每次至少看两个小时。他说：“我的手

机被妈妈没收了，于是就来这里看书。看

了之后我觉得看书比玩手机有意思。”

一个第一次来的女孩说：“我本来

是来这里拍照的，这家书店很有艺术

感。咖啡也不错。”

当书店成为
心灵栖居的温暖一平方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 怡

“美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

“古巴民主是经过斗争后结合国情民

意制定出的。”

“政府及时为人民解决难题，是俄罗斯

民主表现形式。”

1 月 3 日上午 9 点，中青报客户端“温

暖的 BaoBao”可视化栏目中，不同肤色年

轻人正在激烈对话。这是《Z 世代青年说》

节目的最新一期，来自美国、俄罗斯、古巴、

阿富汗、中国的青年聚在一堂。

促成这场“青年民主峰会”的起因是，

不久前，美国邀请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

与以“反对威权主义、腐败和保护人权”为

主题的“民主峰会”。远在中国的很多留学

生对此关注，他们敢说、肯言，畅谈“民主是

什么”“谈论民主的前提是什么”“谁能定义

民主”。

青年观
“美式民主，其实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Z 世代青年说》的现场，来自美国的

Sam 和阿富汗小伙 Aryan同框，一张“西贡时

刻”与“喀布尔时刻”的对比图，引发二人讨论。

左侧照片，是 1975 年 4 月的场景，北越

20 万军队将西贡包围得水泄不通，北越军

队的大炮炮击了西贡市内的机场，美国只

能用直升机在大使馆楼顶撤离人员。右侧

照 片 ，美 国 派 飞 机 从 阿 富 汗 撤 离 了 大 约

500 名使馆工作人员，还有数千人等待。

一位外国网友评价：从西贡到喀布尔，

美军一次次仓皇撤离，仿佛也印证了其宣

扬的“西方式民主”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

Aryan 直 白 地 谈 起“ 关 于 美 国 民 主 制

度在阿富汗的实行”。2001 年，美军打着

“ 反 恐 ” 的 旗 号 驻 军 阿 富 汗 ， 2021 年 8
月 ， 美 军 撤 离 ， 但 是 这 个 国 家 的 经 济 体

制、政治形势、安全形势都不好。“他们

为我们挑选了两位总统，但这种民主制度

在阿富汗没有成功。”他还补充，这致使

许多阿富汗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得不

背井离乡。

“美国想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强加给阿富汗，并未取得成功，因为阿富汗

是一个传统国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

点与西方国家不同。”Aryan 说。

Sam 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

心联合硕士，他坦承，阿富汗战争对世界来

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对美国来说，也是艰

难的。因为整个事情的发展与进入阿富汗

的最初意图“完全不同”，他特别强调了这

一点。

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Gu Nik，在清华

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就读。他分析，

从冷战开始，美国有点像是自由和世界民

主的保护者。但“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爆发

的战争不断深入，我开始怀疑它”。

Gu Nik 接着说，去年美国总统选举，

爆发了抗议活动，冲击了国会大厦。然而，

去年在俄罗斯也发生了抗议活动，美国却

对这两种情况的报道完全不同。“为什么他

们对世界民主有一种双重标准？如果不确

定自己的民主，他们怎么能想到要向其他

国家输出民主呢？”

在 Facebook 平台，嘉宾们的观点得到

不同国家 Z 世代的热切回应。一位来自尼

泊尔的用户留言：“美国一直想成为最重要

的角色，它不想让任何国家经济上升，所以

想以任何类型的名义主导规则。”

青年问
选票跟民主画上等号？

对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Z 世代青年表

达了好奇。一位学者说，不能把人民的民主

诉求封印在“选票”这一层，投票期一过，大众

的“民主”就“休眠”了，政治的决策、管理、监

督，跟他们再没关系，更不要说即时问责。

不久前，《美式民主是真民主吗？》文章

刷屏，其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选举”跟民

主，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

据报道，在美国的选举方面，精英们来

参选，人民只要负责在其中作选择就好了，

民主从“主权在民”变成了一种选取领导人

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

策 权 的 人 ”。这 就 把 选 举 与 民 主 画 上 了 等

号：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

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

就是不民主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袁野跟大家交流了自己

的看法。在他看来，民主不是以统一的模式或

配置为世界各国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国家是

否民主，应该由它自己的人民来决定。否定与

自己不同的民主形式，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讲述中国“全过程民主”时，袁野表示，

2021 年 11 月初，他给人大代表投了票。全

国人大代表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以及每

一个区域、每一个民族。他们代表中国人民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行使权力，并在日常监

督政府的相关工作。在中国，所有重要的政

策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实施。这就

是全过程民主的含义。

袁野继续解释，中国有许多级别的人

民代表大会。每一个县、每一个城市和省都

有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而最高级的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的任期是 5 年。

这 5 年来，超过 10 亿名中国选民选出了超

过 250 万人大代表。

青年说
各国民主什么样

1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了中

英文版《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在一些网友

看来，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用单调

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这

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Gu Nik 说，在他的国家，每年都有总

统主持的电视节目，有视频专线，“可以问

任何问题，把你关心的所有事情告诉他和

我们的政府，他们会联系提问者，并且行之

有效地解决问题”。

来 自 古 巴 的 青 年 Wilson 是 人 大 国 际

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在他的印象中，位于

拉丁美洲的古巴的民主，和所有国家都不

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家的人

民也不想遵循西方“民主”，他们通过军事

行动来建立政府系统和军队。作为世界上

5 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古巴在不断的斗

争中找寻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不是

大家都喜欢美式民主。在古巴，我们也有适

合自己的民主制度。”他坚定地说。

Sam 则认为，美国政策的运作，已经很

老了，而且有很多过时的地方。他认为美国

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偏好，那些不适合时

代的旧事物，其中有一些是很难改变的。

美国“民主峰会”在质疑声中登场，于

无声处草草收场。对于他们在聊些什么，世

界各国网友仿佛并不关心，那么，世界各国

人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袁野说，“整个国际社会现在所面对的

最大挑战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还有气候

变化、恐怖主义和经济复苏。面对这些全球

性挑战，世界需要的不是‘民主峰会’”。

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2022 年 1 月

4 日 ，美 国 新 冠 肺 炎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达 到

5609 万例。华中科技大学发布的《美式“抗

疫”的人权灾难》报告指出，美国政府的消

极抗疫行为充分说明，他们所标榜的民主、

人权在他们心中无足轻重。

“即使你聊一天一夜的民主，不解决新冠

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各国人民也不会认同

的。漠视生命权，何谈民主？”袁野补充道。

在各国嘉宾们热烈的讨论中，一个共

识形成了：“世界上民主样式不可能千篇一

律，即使是西方各国之间，民主制度、民主

形式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什么才是民主？一位网友的回复是：这

样不同肤色的青年围坐一起，随心所欲的

“畅谈时刻”，这就是一种民主。

美国、俄罗斯、古巴、阿富汗、中国青年聚在一堂

我们也来谈谈“民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一个孩子的梦想，如果得到了“天”大

的鼓舞会怎样？

这是“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中，

那场令人难忘的“太空画展”引发的一道时

代思考题。

2022 年 1 月 1 日下午，对航天颇感兴趣

的小学生马一通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的

家中，和家人一起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航天员

王亚平把镜头移向五彩缤纷的“太空画展”

时，一眼就找出了自己的画——中国空间站

飘在蓝色的星空和黄色的星云中间。她说：

“我本来是靠在沙发上的，一下子就坐直了！

大喊‘那是我的画！我的画真的上天了！’”

就在同一时间，其他来自西藏、甘肃、

陕 西 、贵 州 等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近 20 名 小 朋

友，也像是被梦想击中了一样，从没想过自

己还能这么“厉害”。

那些画是怎么出现在太空里的？

孩子们的画，是被火箭“打”到天上的。

2021 年 9 月，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联合中 国 航 天 基 金 会 、中 国 航 天 科 工 二

院 208 所 等 单 位 组 织 开 展 的“ 青 春 与 星

空 对 话 ”中 西 部 青 少 年 与 载 人 航 天 面 对

面 活 动拉开帷幕，活动分为童心绘梦、千里

追梦、文昌圆梦、天舟载梦、星火传梦 5个环

节。活动向孩子们征集“我心中的空间站”画

作，“被选中的可以去海南文昌看发射”。

2021 年 9 月 20 日，马一通和其他被选

中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小学生们，在中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副 总 设 计 师 杨 利 伟 的 带 领

下，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观看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给天宫空间站“送货”。他们当时还

不知道，伴随着山呼海啸的巨响，自己的画

也上了天。

2021 年 10 月 14 日 ，执 行 神 舟 十 三 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疆小姑娘伊丽姆努尔·约麦尔阿卜拉代

表 小 伙 伴 们 到 现 场 给 航 天 员 叔 叔 阿 姨 助

力，她向王亚平透露：“我们中西部小朋友，

给您和乘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

到了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

2022 年元旦这一天，这份“神秘礼物”

果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惊喜。

马一通见过真正的火箭发射塔之后，

发 现 构 造 太 复 杂 ，觉 得 做 航 天 一 定 很 难 。

“那么难你还愿意做吗？”她对记者说：“但

是可以坚持下来呀！坚持就会成功。”

少年逐梦太空，理想跨越山海

更读书社借阅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摄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小学学生马一通画作《天宫与星空》。

2022 年 1 月 1 日，全天候可视
化栏目“温暖的 BaoBao”亮相中青
报客户端、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
栏目汇聚基层共青团改革活力，坚
持“开门办报、开门办网、全团办机
关媒体”的思路，收到来自祖国各地
的投稿，有新疆帕米尔高原的基层
护边员、有深山里的青年教师、有戴
着面具演讲的缉毒民警⋯⋯本报青
年编委会带领青年代表共 20 人（其
中一半 90 后），每周将评出一份用
户供稿 TOP 排行榜，旨在加强与基
层一线青年的互动，进一步激发各
地共青团、学校、科研院所、部队等
各类组织以及个人的投稿热情。欢
迎大家入驻“温暖的BaoBao”！

1.《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供稿单位：共青团福建省委 共

青团厦门市委

2.《“燃”后，2022！》
供稿单位：杭州亚组委

3.《<照亮>：看到光，追随光，
成为光》

供稿单位：清华大学

4.《七位北大老院士用一生阐
释信仰》

供稿单位：北京大学

5.《中国最北小站站长的一天》
供稿单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

6.《80、90 后 ，背 起 行 囊 的 赶
路人》

供稿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青年
传媒中心

7.《则温尼沙的幸福生活》
供稿单位：共青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团委

8.《天鹅湖畔》
供稿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9.《你身边的 12355》
供稿单位：共青团吉林省委

10.《妈妈离家的日子》
供稿：王郁池（个人）

“温暖的 BaoBao”
用户供稿 TOP 排行榜

（2022.1.1-1.6）

“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发展
将迎来全新的“大时代”，在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建功立业的新
发展阶段，基层共青团组织要站
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人才
基础的战略高度，切实履行政治
责任，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创新思
路抓住亮点、集中力量打造看点，
回应青年发展诉求，为青年解决
实际困难，要奋力燃烧青春“卡路
里”、跑出青春“加速度”，加快形
成一批切实服务青年的工作品
牌，让共青团新阶段的“开弓箭”，
瞄准服务青年发展的“靶心”。

共青团黑龙江省穆棱市委书记

窦甜甜

共青团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委副书记

占慧敏

共青团在一代又一代团干部
的不懈努力下已走过近百年征
程，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一名
新时代团干部，我将着重在“干”
字上下功夫，以抓铁有痕的韧劲
和奋起直追的干劲接续奋斗，续
写新的时代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