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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江汉·品读书香

从经济密度到人文厚度的升维实践

立体书香矩阵：从商圈云端到街巷湖岸

全域阅读场景构建“美育江汉”

全民阅读生态：阅读融入生活

打造从个体到群体的精神家园

文化引力场：吸引高端人才与企业

软实力驱动城区“发展升维”
当阅读成为城市基因，文化便转化

为发展的硬核竞争力，书香正成为吸引
高端要素的“强磁场”。

4 月 28 日，江汉区楼宇“同心读书
会”活动在新世界国贸大厦举办。致公
党中央社会发展与服务委员会副主任刘
波、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曙光，
围绕《货币的真相》，探讨江汉现代服务
业创新路径，激发与会者对楼宇经济价
值创造的深度思考。活动现场，戴德梁
行、通联支付等 8 家行业领军企业受聘
为首批“新华合伙人”，实现从经典诵读
到资源对接的转化。

如今的江汉区，正以书为桥，搭建沟
通平台，让企业诉求有回应、发展有支
撑；以书兴业，将读书会凝聚的智慧转化
为招商合作的强劲动能。

这种文化赋能的效应在企业落户中愈
发显著。2023年底，帆书（原樊登读书）湖
北运营中心落户江汉区中心书城，作为在
湖北拥有200余万读者用户、500余个企业
客户的知识服务平台，帆书湖北运营中心
负责人刘志凯坦言：“选择江汉，正是看中
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庞大的市场潜力。”

他介绍，其服务对象覆盖国央企、事
业单位及众多上市公司，这些“知识密集
型”企业对文化建设的强烈需求，与江汉

区打造“书香企业”的目标高度契合。而
江汉区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总部
型企业和年轻活力的消费群体，更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高端人才选择扎根，创新企业争相
落户的背后，是对江汉区文化品格的深
度认同——这种认同，正是最优营商环
境最持久的竞争力。

如果说“读书”是凝聚智慧的“磁
场”，那么遍布江汉的文化地标则构成了
滋养城市精神的“生态系统”。后襄河
畔，武汉博物馆正在展出的青铜器特展
连日满场，环后襄河科技文化融合创新
产业带汇聚着武汉图书馆新馆、武汉广
电全媒体中心等重要文化场所，见证着
市民从“商业消费”到“文化消费”的需求
升级。有文化学者评价：江汉正从“商业
心脏”进化为“文化大脑”。

站在这里的摩登大楼俯瞰，江汉区
的天际线勾勒出别样的风景：一侧是30
栋亿元高楼折射的经济之光，一侧是星
罗棋布的书房点亮的精神之火。从一张
阅读网络到全民精神共振，从文化场景
营造到营商环境升级，江汉用实践证明：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攀升，更
是文化海拔的抬升；城市转型不仅是空
间形态的更新，更是人文价值的重塑。

长江之畔，百年商脉奔涌不息。三镇之心，千年文
脉历久弥新。

在武汉经济版图上，江汉区始终是耀眼的坐标：以
全市0.3%的土地贡献7.65%的GDP，金融业增加值
占全市五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经济密度达57.09亿元。
但亮眼数字的背后，一场更深层的变革正在发生。

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江汉区
正经历着一场静水深流的“文化觉醒”。

今年，江汉区持续推进“15分钟阅读圈”，以文化
惠民为导向，让高品质阅读资源触手可及；以全域覆
盖为目标，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创新

融合为路径，将阅读空间与商业、休闲场
景有机结合。该区每平方公里就有2处
公共阅读空间，是武汉名副其实的“全域
书香城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
活动”。近年来，江汉区创新构建“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三维体系。2
个国家一级图书馆、1个国家一级文化馆、6
个博物馆、5个城市书房、35个金桥书吧、
17家书店、21个安静书桌点位织就全域阅
读网络，点亮了新时代高品质文化供给的
“江汉智慧”。

从霓虹璀璨的江汉路到碧波荡漾的西
北湖，从金融塔楼到市井街巷，书香浸润的
不仅是城市空间，更是书写超大城市中心
城区转型的范本：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装
饰品，而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

“过去拼楼宇高度，现在还要比文化
厚度。”江汉区有关负责人的话语，道出了
该区城区转型的深层逻辑。《江汉区文化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进
一步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
新需要，积极打造文化赋能的卓越江汉”，
将文化软实力提升至与经济发展同等的
战略地位。

4月27日，湖北发布文化创新战略
行动方案，强调坚持文化惠民，推动优质
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凝聚全省人民奋进

“支点建设”的精神力量。在此背景下，
江汉区的阅读实践正成为生动注脚。

在日均客流超 40 万人次的江汉路
步行街，上海三联READWAY华中首店
如一座“文化地标”。4000 册免费借阅
书籍与万物社设计师作品展陈相映成
趣，落地窗前的阅读者与窗外熙攘人群
构成奇妙对话。

该书店负责人刘龙坦言：“我们不是
‘蹭流量’，而是用文化重构商业生态。”
他介绍，书店以年均300余场文化活动、
89%青年客群占比、1.8亿次文化内容传播
的成绩，成为全国首个跑通“内容生产+运
营”闭环的文化综合体。自入驻江汉路商
圈4年来，沉浸式阅读和文化体验吸引超
百万青年走进书店。距这里1公里外的六
渡桥下，即将开业的汉口长江书店也将为
市民提供复合式文化阅读新空间。

在高楼林立间，还有诸多不为人知
的“文化绿洲”。位于武汉中山广场写字
楼19层的境自在书店，已扎根11年，它

以“云端书房”的姿态，为青年白领开辟
精神栖息地。这里虽少见畅销书，但每
月举办的“周三有约”“相约在书店”读书
会总能吸引年轻人踊跃参与。

2020 年落户西北湖畔的德芭与彩
虹书店，则将阅读融入城市生态美学。

“低头看书，抬头看湖”成为日常写照，
5000余种科普主题图书与200余款自然
主题文创相得益彰。如今这里已发展成
为集主题书店、城市书房、公益读书会、
出版工作室、科普教育基地和人文艺术
课堂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在江汉区街头巷尾，近500张“安静
书桌”为市民提供阅读之所。创业者吴
菲在区文明实践中心的书吧里一边学法
语一边完成她的项目计划书：“这里比咖
啡馆更能让我专注，书桌虽不大，却能承
载我的梦想。”数据显示，“安静书桌”
83.3%的使用者为 35 岁以下青年，他们
用阅读和学习丈量着理想的维度。

从“嵌入商圈”到“占领云端”，从“嫁接
自然”到“渗透街巷”，江汉区构建起“立体
化阅读矩阵”，重新定义着城市功能，让每
个角落都可阅读，让每次驻足皆有收获。

在国家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背景下，江
汉区积极践行“书香是一种氛围”的理念，构建起全民参与
的“书香共同体”，让阅读成为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追求。

在江汉区，一场以“全时、全龄、全域”为特色的全民阅
读浪潮正蓬勃兴起。4月，江汉区启动的全民阅读主题活
动，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将阅读融入市民生活的每个角
落。其中，“书页间的巡游”系列活动尤为亮眼，通过“致现
任的一封信”“分享阅读之美”“墨香寻踪计划”三大子活
动，为市民搭建起以书会友、以文传情的互动平台。

在“致现任的一封信”图书漂流活动中，来自10家书店
的600余本图书开启了在江汉的奇妙旅程。翻开这些流转
的书籍，扉页上不仅有温馨的推荐语，更有江汉区委宣传部
精心设计的纪念章。一位读者惊喜地发现：“原本以为是错
放的二手书，仔细一看竟是充满温度的阅读邀约。”诙谐的
留言在读者间传递，思想的火花在书籍流转中碰撞。

“书页间的巡游”阅读场景主题活动更是别出心裁。
在公园读一本“热血的书”、在博物馆读一本“历史的书”、
在广场读一本“自然的书”以及在楼宇读一本“生活的书”，
这些精心设计的阅读场景，让市民随时随地都能邂逅书
香，真正实现了阅读与生活的无缝衔接。

4月30日，江汉区博悦幼儿园以“书香染童心，书韵伴
成长”为主题，通过“寻美—悟美—创美”的阅读路径，全园
师生一起感受城市的美和文化韵味。幼儿园负责人杨健
蛟感慨：“阅读会像一盏明灯，照亮小朋友们的成长之路。”

在江汉区汉兴街道民航里社区，“书”适圈的打造让居
民能走进社区阅读空间分享读书感悟、互荐经典好书。一
位居民说：“我们每个月都会在社区亲子阅读空间参加读
书活动，和孩子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

在江汉，阅读的传承从未间断。始于 1987 年的“金
桥”读书评书活动，从最初20余人的座谈会，发展成为几
十万人参与的文化盛事。历经三十余载岁月沉淀，“金桥”
不仅成为江汉区的文化金字招牌，更荣获文化部第十四届
群星奖服务类项目、全国终身学习品牌等多项国家级荣
誉，成为享誉全国的文化名片。

4月10日，在汉口文体中心的金桥书院，84岁高龄的
湖北评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祚欢，用地道的武汉
方言带来《江汉记忆与文化情怀》专题讲座。讲到动情
处，老先生即兴评唱，铿锵有力的嗓音感染了在场每
一位听众，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在江汉，阅读已不仅是个人的爱好，更是
全民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通过构建全
域阅读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书香共
同体”，江汉正以文化为笔，书写着超
大城市中心城区转型发展的精彩
篇章。

西北湖畔的城
市书房里人们收获
阅读的乐趣。

鹅社国金天地店里的安静书桌区域人们在学习充电。

江汉图书漂流活动中,“前
任”读者在书籍扉页为“现任”读
者留下寄语。

↑江汉区图书馆分馆·金桥书院里人们用心选书。

→江汉区环后襄河科技文化融合创新产业带汇聚众多文化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