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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互动

近日，湖北邮政携手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共同

举办了“书香荆楚 传邮万家”暨 2024 年度报刊大

收订启动仪式，全面拉开了 2024 年度报刊大收订

工作序幕。为进一步倡导全民阅读，体现国企担

当与媒体责任，湖北邮政联合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向徐东路社区、洪山区福利院捐赠图书、报刊。

本次活动还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职

工——武汉市江夏区邮政分公司舒安支局投递员

熊桂林，现场分享了其 33 年奔走在乡间邮路，为

群众投递书信、报刊的心路历程。

活动现场，湖北邮政推出的“书香荆楚微邮

局”樱花书卷、黄鹤楼古风折扇、钥匙扣等兼具实

用性和趣味性的邮政文创产品，传递着浓郁的荆

楚文化风韵，吸引了与会嘉宾和参观市民的注意

力；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等报刊社设立的报刊矩阵

展位，散发出阵阵书墨香气；专刊展位上的《家庭

医生》《快乐老人报》《阳光少年报》等多种报刊，引

来众多市民驻足关注与翻阅。

以此次活动为序幕，湖北邮政将联合湖北日

报传媒集团，邀请知音传媒、长江教育传媒等多家

报刊社，开展报刊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

等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2024 年度报刊大收订工

作，进一步扩大全民阅读活动的知名度、提升书香

社会影响力，共同唱响“书香社会”主旋律。

期
期准时达，精彩不缺席。在阅读移动化时代，纸质报

刊依旧充满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热爱阅读的

人为其买单。眼下，2024年度报刊大收订正在火热进行中。作

为报刊发行主渠道，中国邮政在报刊订阅服务方面不断创新升

级，推出新方式，拓展新手段，为广大用户带来订阅服务新体

验。金秋十月，各地邮政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报刊征订活动，打

造公众文化消费新场景，助力“书香社

会”建设，为全民阅读加“邮”。

您的年龄是？

18岁及以下 0

18—35岁 63.6%

35—60岁 34.5%

60岁以上 1.9%

您还在订阅纸质报刊吗？

是 66.4%

否 33.6%

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订阅纸质报刊？

线上渠道 71%

线下渠道 29%

您订阅纸质报刊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为家中儿女或者父母订阅 33.3%

平时喜欢阅读 36.7%

对一直订阅的纸质报刊怀有情怀 23.3%

作为工作或学习所需的资料 50%

其他 4%

您主要订阅哪类纸质报刊？

少儿阅读类 25.8%

文学文摘类 51.6%

人文社科类 58.1%

时政财经类 41.9%

时尚生活类 19.4%

健康养生类 12.9%

教育辅导类 6.5%

其他 3.2%

您认为邮政报刊订阅服务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升？

线上订阅渠道更便捷 66.6%

报刊订阅推介方式更丰富 43.3%

对老订户给予更多优惠 50%

投递更加及时准确 43.3%

杜绝报刊丢失短少 30%

其他 6.7%

fefa：希望在运输过程中，邮政能够加强包装和保

护，有效避免报刊损坏或折叠。还可以推出灵活的订阅

选项，如按月订阅或试读期，以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

求。此外，可以通过定期调查或反馈机制，了解读者的

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例如，可以举办读

者活动或赠送小礼品。我一直享受着纸质期刊带来的

独特阅读体验，希望我的建议能够为报刊订阅服务带来

一些启发和改进。

多多：作为一名家长，我非常希望能给娃订到适合

阅读的报刊，培养她的阅读习惯，陪伴她的成长。但市

面上各类期刊五花八门、选择太多。建议邮政可以针对

不同的订阅群体，推出各类期刊的介绍手册（可线上），

介绍期刊的特点，供用户参考选择。

黄黄：小时候最爱《小哥白尼》，上了初中跟着《读

者》《意林》学写作文，高中还会偷偷在报刊亭买时尚杂

志。现在看到报纸、杂志都是满满的回忆。虽然一部手

机能查万物，但纸质刊物更有书香，也更能让人静下心

来。小时候在报刊亭买、在邮局订，现在线上订阅方便

多啦！希望邮政报刊订阅服务越来越好。

逸：报刊订阅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小时候最期

待的事情就是拿到当月订购的报刊，最期盼见到的就是

带着报刊来找我的邮递员叔叔，《小哥白尼》《儿童文学》

《课堂内外》都是我的最爱。每次拿到它们，我就是最快

乐的小孩，班上的同学们也会围着我、找我借阅。阅读

让我拥有了很多，让我发现文字中的世界原来是那么辽

阔。

小团月：还记得高中最期待的一个时刻，就是晚自

习放学回家能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中国国家地理》。小

小的一本杂志，装满了一个没有手机的高中生的大大世

界。希望邮政能够组织这种“阅读回忆杀”的读者活动，

一定很受年轻人欢迎。

□陈曲 张小炜 胡艳 张林喜 田晶 田黎

10 月 20 日，“首届北京邮政

报刊文化市集活动”启动。此次

活动为期两天，北京邮政以“邮

政+报社”“促销+活动”“个人+机

构”“线下+线上”等组织形式，联

合报刊社打造文化市集品牌，以

点带面，展现了万种邮发报刊的

新面貌、新发展，彰显了邮政发行

服务的新场景、新作为。

启动仪式现场开展了畅销报

刊“比武争先”结对活动，《参考消

息》《环球时报》《国家人文历史》

《中国国家地理》等报刊的出版社

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特色及订阅

规则，朝阳区邮政分公司介绍了

今年报刊发行工作的整体安排，

相关报刊社推出专题讲座和优惠

订阅、订阅送礼等企业团购福利

规则，并与北京邮政各区分公司

结对签约。邮报双方将进一步深

化合作、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在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需

求上展现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市集现场，整齐排列着《人民

日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中

国国家地理》《读者》等 60 家知名

报刊的出版社展台，到场参与活

动的企事业单位代表、群众近千

人。大家在各展台前了解报刊、

认识报刊、订阅报刊，热烈浓厚的

文化氛围为金秋十月的首都文化

市场增添了一份活力。

金秋送爽，艳阳高照。10 月 21 日，2024 年度上海邮政首场“订

了么”报刊征订活动在长宁区中山公园拉开序幕。此次活动由上

海邮政主办，邀请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老年

报》《大众医学》《故事会》等 20余家本市报刊的出版社参加。

伴随上海邮政推出的优惠订阅、订阅送礼等活动，叠加每小时

一次的抽奖环节，这场秋日报刊订阅盛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

读者。活动现场，除了有一早过来排队、从 1999 年就开始订报的

“老报迷”，珍藏着“上世纪 60 年代新民晚报合订本”等“古董级别”

报刊的老教师，还出现了不少年轻的脸庞。

“80 后”读者刘苏说，小时候家里就订报看，阅读报刊可以让

自己消除“手机瘾”，参加在户外举办的收订活动，也可以认识更多

“报友”、放松身心。从浦东赶过来的周涛与王斌夫妇也诉说着他

们的“报纸情缘”：“每年我们都订报，爷爷那辈儿就开始订报，对我

们影响很大。我们成家以后，也一直保持着订纸质报纸的习惯，这

让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

▲ 首届北京邮政报刊文化市集活动
火热举行

美好生活“邮”此订阅

▲ 上海邮政首场“订了么”报刊征订活动拉开序幕

▲ 湖北邮政举办“书香荆楚 传邮万家”活动

□本报记者 程雪梅

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涉及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私企工作人

员以及在校师生等多个群体，参与调查的主要年龄群体为 18—35

岁，占比为 63.6%。

调查结果显示，在订阅报刊的群体中，71%的用户选择了线上

渠道订阅报刊，50%的用户将报刊作为工作或学习所需的资料，

23.3%的用户对一直订阅的纸质报刊怀有情怀，人文社科类、文学文

摘类、时政财经类是最受用户欢迎的三类期刊。在优化报刊订阅服

务方面，66.6%的用户建议邮政提供更便捷的线上订阅渠道，50%的

用户建议给予老用户更多订阅优惠，43.3%的用户希望邮政投递更

加及时、准确以及报刊订阅推介方式更加丰富。

另外，此次调查对部分用户进行了访谈。北京的刘女士是一位

漫画迷，她一直在网上订阅漫画期刊。她说：“纸质书是‘永远的

神’！尤其是漫画类书籍，更需要从画面上获得信息，纸质版的阅读

体验肯定比电子版要好很多。”在某高校工作的任老师，最近刚刚给

所在学院订了新一年的《人民日报》《求是》《中办通讯》《秘书工作》

等报刊。她说：“比起网上的碎片化信息，这些涉及党政理论知识的

报刊更权威，更值得我反复翻阅学习，对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帮

助。”四川成都的廖女士是一位小学生家长，也是一位报刊订阅的忠

实用户。自从孩子上小学后，她就开始给孩子订阅课外阅读报刊。

今年，她不仅参与了女儿学校组织的集体报刊订阅活动，还和几位

家长组团订了《阳光少年报》。她说：“现在有许多电子版书籍、杂

志，但我还是会选择给孩子订阅纸质版报刊，这样可以减少孩子使

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而且纸质版报刊阅读起来更有代入感。”

电子阅读时代，纸质报刊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作为

报刊发行主渠道，中国邮政需不断丰富报刊订阅渠道，创新报刊订

阅形式，为用户提供更大便利，为全民阅读加“邮”！

为全民阅读加“邮”

你对邮政报刊订阅服务有哪些好的建议？

扫码即可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