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5月 19日，位于北京前门的中国青年报社“温暖的BaoBao青年书店”里，一场8小时的“青春云游记”大型直播活动火热展开。

②结合《青年茶座》“全民阅读”话题，中国青年报社评论员杨鑫宇与主持人闫章默展开讨论。

③首场《青年茶座》，嘉宾结合一线见闻，就北京下苑村与艺术共同生长的故事，探讨“乡村旅游红火，年轻人如何抓住致富机会”。左起：中国青年报社评论员黄帅、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下苑村艺术家

代表赵峰、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崔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黄子乐。

④《青年茶座》“全民阅读”话题中，嘉宾结合调研经历，探讨“除了行万里路，年轻人为什么要多读书”。左起：中国青年报社王彦舒、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团北京东城区委书

记蒋龙、首都医科大学团委副书记吴雅霖、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瑞。

本组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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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赵梦依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青年“爱书人”的书单中藏着怎样的来时路和未来

梦？5月 19日，中国青年报社“青春云游记”直播节目

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团北

京东城区委书记蒋龙与高校师生代表在“青年茶座”环

节探讨青年应该如何读书、读好书。

“总体而言，青年人群仍是全民阅读的主体人群，

青年的阅读率、阅读量也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徐

升国说。

“我们收到了许多山区孩子的回信。他们说，通过

阅读，那些成长中的迷茫焦虑都在书中找到了解决方

案。”首都医科大学团委副书记吴雅霖说。

蒋龙则有个新发现，一些年轻朋友对阅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有浓厚的兴趣。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旗下的有数青年、人民阅读，联

合中国青年报社旗下的中青报人共同发起征集“党报青

年领读人”活动正是鲜活案例之一。

如今，阅读已经成为青年人的潮流。2022 年，中

国青年报社为了更好地链接青年群体，特别打造了位于

北京前门的“温暖的 BaoBao青年书店”，这也是当天的

直播“云游大本营”。

直播现场，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

版研究所启动了青年阅读状况调查，计划运用大数据分

析年轻人的阅读特点，并将于年内发布青年阅读指数，

为全民阅读，尤其是青少年阅读提供方向性引领。

当天，由中国青年报社和更读书社联合打造的海运

仓·更读青年书店正式宣布开业。书店计划为年轻人提

供更多青春新玩法，读书新体验。

除实体书店外，报社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更读书社合作推出的“更小读智能书柜”，更是让市

民在自家楼下实现读书“自由”。

目前，50多个“更小读智能书柜”已经在石景山区

多个人流密集地带铺设，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

在江苏无锡梁溪区，景区、社区、酒店、咖啡厅甚

至路边小巷里，玺阅书访、知足书房等微型图书馆、阅

读新空间坐落其中。这也是中国青年报社计划开展的

“阅读的力量”强国少年公益阅读计划的部分所在地。

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浸润青春。“我们青年人已经接过

时代的接力棒，多阅读、多思考，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20级
本科生、“红船领航”党员先锋营骨干张瑞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今年 5月 19日是第十三个“中国旅游日”，中国

青年报社在全媒体平台推出 8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青

春云游记”。当日，超过 152.3万人次观看直播。3个
平台设 5个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 1.08亿。

这一天，“青春云游记”直播从中国青年报社打

造的“温暖的 BaoBao 青年书店”出发，了解电商直

播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在博物馆和“园立方”品读天

地人间；一键开启全国“青春小店”的创业故事和日

常状态、揭秘一家报社紧贴全新技术的“青春元宇宙

新文化业态”……

其间，4场“青年茶座”精彩纷呈，深度探讨了

“乡村旅游红火，如何抓住致富机会”“除了行万里

路，为什么还要多读书”“AI如何赋能青春小店”“年

轻人怎样抓住青春元宇宙新风口”等话题。

400多年前的 5月 19日，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开启

了万里征程。由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中国当代徐霞

客”寻访活动，十年来发掘出了一批积极践行徐霞客

精神的个人和团队。

当代青年的行万里路，是用脚走遍祖国大好河

山，更是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在“青耘中国”活动中，主播们通过直播电商的

方式，帮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

“青耘中国”已开展 6000余场活动，累计销售额已超

过 10亿元。

既要行万里路，又要读万卷书。浓郁的书香，悠

长的书韵，贯穿“青春云游记”直播全程。

由中国青年报社和更读书社联合打造的海运仓更

读·青年书店，也于 5月 19日正式开业，为这座城市

新增一处具有青年特色的线下阅读空间。

当书店遇见青年文化，当一家报社“接地气”地

践行服务青年理念、干实事，一间书店能承载怎样的

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

“青春云游记”的直播间所在地“温暖的 BaoBao
青年书店”，在 2022年落户于北京中轴线上，同时也

是中国青年报社与北京市东城区联合打造的“晨钟”

文化工作站。近期，以这家书店为旗舰店的一系列中

青特色线上线下互动小店 （包括品牌合作店），一起

成为中青报“青春元宇宙”新文化业态的一部分。

近期，《中国青年报》 记者在北京、上海、南

京、成都、天津等城市的 30 多家小店开展实地调

研，深入了解这些小店发展韧性何在，又面临什么样

的发展需求。这是中国青年报社开展学习贯彻主题教

育的特色实践活动。

“温暖的 BaoBao青年书店”不仅是一家传统意义

上的书店，它还是全国若干“小店”的缩影。以这家书

店为起点，中国青年报社打造的“青春小店”，将会成

为一扇扇接触青年、了解青年的窗口。

一年前，“青春云游记”的“云游”直播，是在疫

情困住人们远行脚步的情形下开展的。一年后，当限制

被打破，“青春云游记”被赋予全新的含义，“云”意味

着技术赋能。中国青年报社把握前沿技术高速发展的浪

潮，构建青春元宇宙，打造一系列文化新业态，用新技

术搭建更多平台服务各级团组织，回应青年需求。

直播中，“AI赋能青春小店计划”发布，为线上小店提

供人工智能服务；基于元宇宙技术设计建设的“红旗渠精

神云展厅”，同时嵌入数字人概念，可承载讲解红旗渠精

神的一系列多媒体可视化内容，提供沉浸式学习新体验；

升级后的“三生园立方”小程序场景探索功能和语音交互

功能，将推出“自然教育资源有声地图”。

中青报·中青网新闻短视频栏目“青蜂侠”携手百度

百家号推出的数字主持人“青小霞”，已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上岗；一支名为 《青春影像，朝气蓬勃——中国

青年报可视化创新青年影视文化》 的视频，展现了中国

青年报社多年来深耕影视赛道的产品和成果。

8小时的“青春云游记”，打造了一场从青春小店迈

向青春元宇宙的旅程，谱写出了一张报纸在新时代的青

春之歌：从青年出发，游在广阔天地，借力云端技术，

赋能线下“青春小店”，最终回归青年，服务广大青年。

一场从青春小店迈向青春元宇宙的“云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点开“小店地图”，全国上千家青春小店正迸发出勃勃

生机。一个个图标背后，是亿万城乡青年努力奋斗的模样。

“小店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让我离真实生活更近

了。”大金鹅咖啡店店主之一信云裳说。咖啡店入驻北京

前门街道“温暖的 BaoBao 青年书店”，店主是对 90 后情

侣，他们怀揣对咖啡的高品质追求，试图打造一家咖啡俱

乐部。

这家青年书店也是中国青年报社开的第一家小店。5
月 19日，中国旅游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全媒体平台推出 8
个小时大型直播“青春云游记”，从这家小店，链接全国各

地的青年，同时联合各方力量为青春小店赋能。

链接更多小店

青年书店是中国青年报社探索“媒体+书店”的首次

线下尝试。开张不久，就吸引了一些“青春小店”的店主来

谈合作。

以线下青年书店为依托，中国青年报社推出了一系

列“可视化直播”和“青年茶座”连线活动，并携手东城区

委宣传部打造“晨钟”文化工作站，希望书店像李大钊先

生曾经对《晨钟》寄望的那样，成为“青年之友”。

5月 19日，中国青年报社还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

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平台共建、实习就业、小

店赋能、品牌宣传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汇聚整合各方资

源支持青年小店发展和小店青年培养，打造统一的公益品

牌；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提供“一刻钟服务圈”内青年小店

的实习机会，帮助他们经受岗位锻炼，明确职业方向，不断

提高社会化能力和综合就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

看见更多小店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谈到小店，我想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幅画面，一个不大的门脸，和里面忙碌的身影”，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项目主任杜艳艳说。

然而，真正开好一家小店并非易事。深圳百果园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区人力资源部经理姚梅介绍，

百果园北京区的小店从业者大多是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外

来务工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 20多岁，带领团队等管理

经验需要不断提升。

杜艳艳在调研中发现，连锁小店普遍反映了人才供

给和流动问题。她希望让同学们建立对小店工作的认知，

“我们试图打造一个常态化机制，让学生在高校周围的小

店实习实践，既能锻炼学生社会化能力，也可以满足企业

对人才的需求。”

在四川省成都市甘溪镇，一个小村庄却留住了许多

年轻人。当“青春云游记”从青年书店直播间连线到明月

村，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茶山竹海扑面而来，游客可来

此采茶、挖笋、制陶、染布。

明月村的“呆住”民宿主理人罗欢是位 90后姑娘，曾

在大城市的酒店工作，如今回到家乡“呆住”了。罗欢笑着

说，在这里，她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也能够陪伴家人，

“找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

小店也有大梦想。咖啡品牌 Manner从上海市静安区

几平方米的小店做到了全国连锁，成为许多小店的“大目

标”。团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吴佳妮表示，团组织想找一

些这样的行业大咖，比如 Manner创始人、吉祥馄饨创始

人等来作分享，指导年轻人以小店为基础，发挥优势，实

现梦想。

赋能更多小店

最近，在南京浦口区烈士塔社区的小店里，一些年轻人拿

着自拍架，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对着手机介绍美食，他们

是来探店的“达人”。

社区与团浦口区委、浦口区电商企业合作，共同打造

“弘商圈”直播基地。团浦口区委兼职副书记、“弘商圈”

青创直播基地负责人宋扬说，希望通过直播带货、数字赋

能帮助这些小店成长。

越来越多地方以数字化为小店赋能。吴佳妮说，团静

安区委计划推动高校学生专项挂职项目，请有拍摄或者

宣传特长的学生，组团式定向给小店赋能，提升小店的网

络运营能力。

5月 19日，中国青年报社发起 AI赋能青春小店计划，

携手迈吉客科技公司建设“AI服务系统”，为解决线上小

店运营的痛点，提供智能直播、智能客服和智能文案等服

务，正在开店的青年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业务需求选择任

意服务。

宁夏闽宁故事科技有限公司是首批加入中国青年报

社 AI小店智能服务的公司之一。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朱华

清近期参加了 AI智能客服的培训，深刻体会到智能时代

的便利，提升了店铺的经营效率。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鸿雁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刘燕红也参加了中国青年报发起的 AI赋能青春小店计

划，建立了线上 AI小店，实现无人智能售卖和讲解商品。

刘燕红说，未来，她还要用智能直播功能，将石楼的特产辣

椒酱、野槐花等产品推荐给省内外的用户，让更多人了解

石楼特产。

青春小店的信心正在复苏。许多在一线调研的人观察

到，“给年轻人希望和信心，是最重要的。”

链接小店，为青春赋能

5 月 19 日下午，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一家民宿的院子

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民宿的90后主理人罗欢（右二）、明月村党委副

书记吴俊江（左二）在直播结束后合影留念。 马 明/摄

苏州双塔市集迎来很多年轻人打卡。装修一新，很有时尚范儿的小店门

口，年轻人也在购买小商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摄

“山里的二妹子”店主刘燕红在店里

直播带货农产品。

团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委供图

爱书青年让书香飘得更远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十三个“中国旅游日”，
契合“美好中国 幸福旅
程”的主题，中国青年
报 社 开 启 了 又 一 年 的

“5·19青春云游记”。身
体与灵魂，总有一个在
路上，行万里路，阅万
卷书。在 8 个小时的直
播中，我们看到了“乡
村振兴”的动人故事，
一 起 品 味 了 “ 青 春 小
店”的烟火气，更感受
到 一 家 “ 报 社 ” 迈 入

“青春元宇宙新文化业
态”的探索与奋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在“青春云游记”场景中，有一场在北京龙潭西湖

公园举办的自然教育课。孩子们对各类动植物充满好

奇，经过观察与思考，每个人都写下了精美的自然笔

记。

当前，北京市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44.8%，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6.6 平方米，公园更是多达 1050 个。

为了将北京的公园有机链接起来，中国青年报社联合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生态文化协会，推出“园立

方”文化空间，正在北京市内 100所公园落地。

2023 年新年伊始，中国青年报社在自主研发，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生态文化协会参与策划的

“三生园立方”小程序 （1.0版本） 正式上线，为协创

公园建立了线上互联互通的入口，更为“科技+公园”

“文化+公园”“青年+公园”探索更多可能性。今年，自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中国青年报社再度联合北京园

林绿化局、北京生态文化协会，在总结前期自然教育发

展的基础上，将合作推出“自然教育资源有声地图”。针

对自然教育中存在的师资与人才储备匮乏、资金投入和

宣传引导不足等供需失衡的问题，三方将坚持问题导

向，加大调研力度，链接更多资源。未来，北京市开展

优质自然教育的公园、林场、科普基地和其精品课程将

在“三生园立方”小程序 （2.0版本） 与公众见面。

除了向公众展示龙潭西湖公园的自然科普教育课外，记

者还探访了“园立方”合作伙伴东城区柳荫公园和中国园林博

物馆，讲述人与生命、生态、生活的奇妙关系。

生命何美？生态何妙？生活何乐？自然会给出答

案，“三生园立方”小程序也会给出答案。

自然教育受追捧“三生园立方”小程序将升级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西湖公园举办了一场以“自然

笔记”为主题的科普活动。 李 楠/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前夕，中国青年报社几个 90后
记者来到河南省林州市，登上太行山，探访半个多世纪前修

建红旗渠时那动人心魄的激情岁月。

90后李媛是一名“渠四代”，当年修建青年洞的青年平

均年龄 30岁，“都与我年纪差不多大。”毕业后，她选择继续

守望这条渠，成为红旗渠干部学院一名青年教师，不断寻访

修渠前辈当年的故事。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当下的人工智能和AI技术、元

宇宙结合，让年轻人更加真切地理解红旗渠精神。”在 5月 19
日“青春云游记”直播活动现场，共青团河南省委与中国青年

报社正式签约打造红旗渠精神云展厅。团河南省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研发云展厅就是要通过元宇宙技术，重塑红旗渠修

建场景，通过设置通关游戏、线上体验、答题闯关等方式，带

领青少年穿越到当年红旗渠修建时的场景，切身感受修渠的

不易，感悟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与传承。”

迄今，李媛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0多名学员授过课。不

少年轻人会问她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必要像

当年红旗渠先辈那样“自讨苦吃”吗？

李媛深深感到，“现在我们有先进的机械装备，超级盾构

机、大型挖掘机，我们今天需要传承的是红旗渠精神，正如

2022年 10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红旗渠时指出的，‘年轻

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

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

碑上’，我们要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之花”。

红旗渠“自讨苦吃”
的精神永远不过时

中国青年报数字人青小霞中国青年报数字人青小霞

除了行万里路，为
什么还要多读书？

乡村旅游红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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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

年轻人怎样抓住青
春元宇宙新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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