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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消失的报刊亭还能回来吗
本报记者张倵瑃、徐祥达、白涌泉

街头报刊亭曾是都市街头一景，也是生活在
城市人群的温暖记忆。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崛起与
智能手机不断普及，公众的阅读习惯快速转变，报
刊亭这道城市风景线正在逐步消失。

近日，大连市政府在征集 2018 年重点民生
项目时，收到了一位袁姓退休工人的来信。在信
中，老袁讲述了一个普通市民在报刊亭消失后的
苦恼——— 买个报纸杂志成了“天大”的难题。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大连市走访发
现，旧式的报刊亭也许真的难以为继，但新型的报
刊亭并非没有市场。功能多样、精美别致的新型报
刊亭，完全可以成为都市靓丽的新风景。

一夜之间消失的报刊亭

2014 年，大连市政府开展“市容环境提升年”
活动，清理整治全市的占道商亭，200 余座报刊
亭因此被集中拆除。报刊亭的身影从此退出大连
这座“海滨浪漫之都”的历史舞台。

2014 年之前，大连市内除了中国邮政所属的
74 座报刊亭以外，还有百余座大连市信息产业局
政务信息发布亭与戚秀玉劳动就业信息亭，3 家
合计 200 余座。

仿佛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的报刊亭全部
消失了。目前，中国邮政只在大连金州、开发区、瓦
房店、庄河等周边县市区还保留有 31 座报刊亭。

早在 2012 年，大连市要求全市的报刊亭按
照邮政报刊亭的外观标准进行改造。改造费用由
租赁报刊亭的商户自行垫付，协议每年从租赁费
用中扣除。报刊亭被拆了以后，这些商户垫付的钱
找不回来，有些人成了上访户。

“大连市的报刊亭采取的都是租赁经营的方
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大连市分公司集邮与文化
传媒部副经理许伟说，“拆除报刊亭后，租赁邮政
报刊亭的商户都上门要求退还租赁费用，我们也
都给退了，但他们未来的去向、如何生活，我们真
的力不从心。”

老袁的来信同样提到了这个问题：“报刊经营
者都是弱势群体，小本薄利、辛苦，只为了方便群
众，挣点小钱，砸了他们的饭碗又没有后续的安
排，如何忍心？”

旧式报刊亭薄利少销难以为继

实际上，由于新媒体、电子书刊日益兴旺，人
们的阅读阵地逐渐转入移动屏幕，在 2014年报刊
亭拆除时，大连报刊亭的经营状况已经在日益下

滑，报刊亭的生存也日益艰难。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大连市工商局规定，所有

的报刊亭不得经营报刊以外的其他业务，很多报
刊亭主只能偷偷卖点雪糕、饮料、零食、香烟，苦苦
支撑，一个月的利润也不过几百元。

如今，旧式报刊亭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目
前，大连县市区域的 31 座报刊亭已有 16 座处于
闲置状态，租赁出去的报刊亭月均销售额仅有百
八十块钱，很难继续经营下去。原有报刊亭已经不
适应现在的发展需求。

一边是卖书卖报难以为继，一边是像老袁这
样的普通老百姓的需求仍然存在，报刊亭还能不
能存在？如何存在？这些都是沉甸甸的问题。

在大连市五一路与万岁街的路口，王军(化
名)穿着厚厚的棉服，帽檐下的脸被冻得发紫。10
余年来，他坚持每天 10 点准时在这里摆摊卖报
刊。谈到如今的经营情况，王军皱起了眉头：“现
在每天的利润也就几十块钱，而且风吹日晒，遭
罪。”

“七八年前上大学时，我和同学都酷爱看《南方
周末》《环球人物》等报刊，每个人轮流买一期，回来
就传着看。”今年 28岁的市民王俊告诉记者，随着报
刊亭的取缔，现在只能全年或半年订阅，如果只想买
感兴趣的一期报纸或杂志，根本找不到地方买。

让智能报刊亭成为便民服务站

一座城市和它养育的人或多或少都与报刊亭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你是行色匆匆的上班
族，抑或是十年寒窗的学生，都有从报刊亭拿走一
份心爱的报刊，享受属于自己的精神富足的时刻。

如果你去巴黎、伦敦旅行过，便会发现，报刊
亭已成为当地人文风景的一部分。巴黎的报刊亭
设计源自 19 世纪 60 年代，2016 年，巴黎市长要
求报刊亭改外观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其实在 2015 年，大连的报刊亭被拆除后的
一年，时任大连邮政公司报刊销售公司经理的王
卫阳曾到北京等地考察学习智能报刊亭的发展。

据王卫阳介绍，他就大连市发展智能报刊亭
拟定了一整套详细的方案，即针对大连市的城市
特点设计新型的报刊亭——— 亭体外观适应城市环
境美化的要求，干净、整洁、美观，具有智慧功能的
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成为便民、利民、扶助下岗职
工再就业的平台。

王卫阳说：“智能报刊亭与传统报刊亭比，不
仅外观更加现代、时尚，而且服务功能大大拓展。
除了纸质报刊、充值卡零售外，还增加了 LED 屏
幕播放公益广告、便民信息；可以自助缴费；可以
快递自提；可以展示文化商品；备有基本药品，为

市民提供及时救助；还可以设立自助饮料贩卖
机，自助手机充电区。”

“新型的报刊亭和旧报刊亭是两个概念，是
一种智能化的便民服务站。”王卫阳说。

老袁在信中说，大连市对报刊亭的态度是
“只破不立”，除旧却不布新。新型报刊亭的发
展，也许是大连报刊亭文化延续的一条路径。

“就在近日，我们已经回复了大连市政府转办
的老袁的信件，提出了发展新型报刊亭的思路，
希望未来在大连市的街头，可以看到它们的身
影。”许伟说。

报刊亭和图书馆、博物馆一样，能够涵养一
座城市的文化气质。当它们屹立在城市时，这座
城市才是立体的。

城市里的报刊亭，如同
钟楼、车站、治安岗亭、公交
站台一样，在便民利民惠民
的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的变
迁，守望着城市的成长与发
展。

回溯历史，自从有了报
章杂志后，便有了走街串巷、
卖报谋生的报童，也有了固
定在城市沿街拐角处的报刊
亭。因此，报刊亭的历史可谓
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

报刊亭所经营的报纸杂
志，是人们茶余饭后获取各
类社会信息的重要来源，更
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
重要载体。彩票市场出现后，
“一块钱买份报纸，两块钱买
张彩票”成了不少中老年人
的生活娱乐方式。

报刊亭与维护社会治
安、管理城乡交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
全的治安亭同等重要，本不该被贴上“占道经
营”“违章建筑”的标签。在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新兴媒体风起云涌的当下，个别地方
简单粗暴视传统报刊亭为“占道经营”“违章
建筑”，显然是对报刊亭的不公。

据报道，在巴黎、伦敦等世界大都市，报
刊亭都作为文化载体得以完好保存下来，政
府不仅允许它们存在，甚至还有意把它们打
造成经典的文化符号。

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对书
籍报刊 、对书信书法书本的亲切感 、归属
感 、自豪感“根深蒂固”，情结很重。互联网
时代，虽然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便
捷、快速、碎片化的“无纸阅读”受到了一些
人的青睐，但纸媒阅读的那份真实感、踏实
感、独特手感，那种边翻阅报刊边思考的感
觉，是任何“新媒体”都无法取代的。相反，
或许当“手机控”“手机迷”们幡然醒悟 、摆
脱了手机的束缚后，他们依然会回归到纸
媒阅读的“姿态”和心态。

至于有人指责报刊亭像“杂货铺”，其实
也不能简单责怪报刊亭的经营者。随着网络、
手机等新媒体迅速崛起，在传统纸媒普遍不
景气的形势下，作为纸媒发行终端的报刊亭，
经营者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喜爱的“卖报事
业”，必然要多种经营，这是趋势，也是必然。

报刊亭虽然不能发家致富、养活全家，但
至少可以解决一两个人的就业问题或者贴补
家用。他们在经营报刊的同时，经营一些饮
料、食品，为市民提供话费充值甚至代收水
费、电费、燃气费，既方便了周边市民，又增加
了收入，有何不可？

小小报刊亭不仅承载着市民对文化知识的
渴望，寄托着他们的文化情愫，而且也体现了政
府体恤民生的大情怀，我们应善待报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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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连市在征集 2018 年重点民生项目时，袁姓退休工人写给市政府呼吁保留报刊亭
的信。 新华社记者徐祥达摄

▲图为大连街头的报刊亭。 图片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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