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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维社区版

! ! ! !上世纪末，在上海等许多城市，
随处可见的书报亭是一道靓丽风
景。始建于上世纪 !"年代的东方书
报亭，曾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既提
供精神食粮，也解决了不少人的就
业问题，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在沪上各高校周围，书报亭
曾尤为集中，为 #"后大学生留下了
众多美好回忆。
近些年，新媒体的浪潮汹涌而

来，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着改变，加
上各种成本逐年提高，许多书报亭
面临关门的窘境。其中一些勉强维
持，想方设法“拓宽”生意。现在的书
报亭还在卖什么？未来该走向何处？
近日，记者走进沪上几个大学城，了
解大学附近的书报亭现状。

只卖报刊就得关门
张女士年近六旬，多年前下岗

后，经营起了一家位于江湾地铁站
旁的书报亭。远远望去，这家书报亭
更像是一间杂货商店，除了售卖传
统的报刊杂志外，还卖各类饮料、香
烟、玩具，同时提供手机充值等增值
服务。
“一边销售报纸杂志，一边经营

其他商品，最主要原因就是报刊收
入太少，最多只占总收入的 $%&。”
张女士倒起了苦水。“现在来买报纸
杂志的，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中老
年人。而这里附近是大学，像 '"后
!"后年轻人很少买，听说他们都喜
欢用手机和 ()*+来看新闻。报刊杂
志的销量一年不如一年。除去成本，
利润很少，不卖点别的，我这小店怎
么开下去？”
走访多家书报亭后，笔者发现，

饮料、冷饮、水果和早餐都成了必备
“副业”，有些还独辟蹊径，代收快
递、寄存包裹。
国顺路上一家书报亭的经营者

杨先生，今年 ,-岁，原本是上海某
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退休后和老
伴结伴经营起了书报亭，所售商品
也很丰富。“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并
没有减弱。过去，这种需求经常从书
报亭获得，而今天，可以通过各种手
机端软件轻易满足，随时随地，并且
免费。”他认为，纸媒版面有限，不能
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量身提供内容。
经营报刊杂志以外的其他商品，也
是一种无奈。位于复旦大学南门马
路对面的另一家书报亭，同样也经
营着副业———卖饮料、注册公司、贷
款、回收打印机等。
不知从何时起，位于政修路上

的两家书报亭，已彻底变身为便利
店和早餐店。还有网友透露，家附近
的书报亭变成了卖菜的蔬果摊，更
有甚者，干脆做起了烧烤摊，弄得烟
雾腾腾。

四成店主陆续退出
东方书报亭是上海市政府

.!!'年为民所办的实事项目。.!!!
年元旦建成开业，在全市拥有 /.$%

个零售网点，日常经营由上海东方
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监督和管理。
微薄的收入，未知的前景，让很多书
报亭经营者无奈选择了退出。根据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关门的书
报亭达到了 0%%家，比刚建成时跌
了大约四成。

回顾东方书报亭 .1年前诞生

的历史背景，它是上海市政府为解
决困难群体就业问题而实施的一项
具体措施。曾有人大代表指出，项目
实施十多年来，原来的经营人群中，
有不少已到退休年龄，有了稳定的
收入，子女也已成人。通过社会各界
的帮扶，一些家庭已经脱困，转而从
事其他行业。事实上，很多书报亭近
些年陆续易主或被转租。
因此，曾有人大代表建议，相关

部门应对上海市的书报亭做一次全
面的摸底调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重新规划设置书报亭，赋予
它们新的功能和定位，再提供给新
的生活困难群体。
在采访中，有不少大学生也表

示，希望尽快规范书报亭的经营范
围，如果像杂货铺那般什么都卖，杂
乱无章，会掩盖书报亭应有的书香
气息和文化韵味。

新型副业颇受欢迎
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书

报亭经营的“副业”，其实颇受学生
和市民的欢迎。
有些书报亭推出了一项很受欢

迎的服务———给电瓶车快速充电。
“如果所有的书报亭都能普及充电
设备，那就太好了，难保有时候忘记
给车子充电，可以就近找书报亭救

急。”有市民建议道。
还有一些书报亭则挂出了凸出

的小广告灯箱，打出“代收快递”的
广告。对于“剁手族”来说，无疑十分
方便———书报亭数量众多，且大都
设立在公交站点附近，上下班路过，
正好顺便领取快递。
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小小的书

报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在喧
嚣的马路边，它们却让人能直观感
受到一座城市对文化的需求。其实，
附近居民在此驻足，取走散发墨香
的报纸或杂志，顺便聊上几句家常，
亦是城市生活的温馨一景。这样的
生活细节若逐渐消失，确实让人舍
不得。
在新媒体急速发展的大时代背

景下，书报亭势必会有一个调整转
型的需求。有媒体公开报道称，书报
亭未来或许将成为一个以“文化亭”
为核心、“便民亭”为基础、“信息亭”
为手段、“综治亭”为辅助的多功能
书报亭，建设集文化商品零售、2/2
互联网社区服务和城市信息发布平
台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嫁接互
联网，多元化经营。
期待书报亭———这朵上海“城

市衣襟上的鲜花”能在不久的将来
华丽转身，给城市带来不一样的风
景，多一份文化慰藉。

它们处境尴尬!或勉强维持!或改做副业!或关门大吉"""

书报亭势必要嫁接互联网

! ! ! !曾经红火一时!被誉为"白天

一朵花!夜晚一盏灯#的东方书报

亭! 近年来遭遇冷清! 上海市区

"#$%家东方书报亭出路何在$ 上

海东方书报刊服务公司日前透

露! 一场嫁接互联网的转型即将

启动!目标是从%经营书报刊零售

业务&向%经营书报亭平台&转型'

上世纪 &%年代!报刊发展如

火如荼!零售市场则稍显混乱'为

解决一批 '%(%下岗职工再就业

问题!"&&)年上海将东方书报亭

建设纳入政府实事项目'一时间!

大街小巷悄然出现一批 "红亭

子&! 成为传播知识的文化亭!提

供就业的安民亭'

目前全市东方书报亭共 "#$%

个(配送站 "'"个' 上海邮政公司

副总经理方向阳表示!随着人工成

本逐年上升(报刊配送运营成本逐

年提高! 书报亭逐渐陷入亏损困

境' 一些头脑灵活的营业员!开始

售卖早餐(水果!甚至代收快递包

裹等业务'报刊亭的经营方东方公

司综合部副经理李永芳表示!书报

亭卖早餐等存在不规范经营的风

险!也影响了市容'

在互联网*时代! 书报亭能

否通过嫁接互联网实现商业模式

的转变$

方向阳表示! 东方公司确定

未来从"经营书报刊零售业务&向

"经营东方书报亭平台&转型的目

标! 建设集文化商品零售(+$+

互联网社区服务和城市信息发布

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社会公益性&仍将是新版东

方书报亭的核心' 将在坚守党报

党刊零售的主阵地基础上! 发展

数字媒体传播业务)同时!坚持公

共文化服务战略!引入全民阅读(

文化进社区业务! 发展动漫(旅

游(文体(艺术等海派特色文化'

李永芳说!未来要探索"多条

腿走路&!但要改变不规范经营的

乱象!制定统一标准!相关业务要

经相关部门许可并取得营业执

照' 比如! 未来东方公司设想以

"便民亭&为基础!积极引入公共

事业费代收代缴(卡类充值(文化

票务(物流配送(彩票销售(商品

零售等便民业务'（刘锟 海沙尔）

!相关链接"

王宸 *复旦大学+ 俞金旻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书报亭转型在即

! 东方书报亭现关停潮!内环以内周家嘴路附近的四家!关了两家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