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文读者以年轻人为主
中老年人成“新势力”

为了调查株洲人在网文阅读方面的现
状，记者对各年龄段的读者进行了抽样采访。

4 月 22 日，记者来到株洲日报社老年
大学舞蹈室，对翩翩起舞的阿姨们进行了
采访。

“用七猫 App，我在上面看穿越小说”
“我也用七猫，我看言情”“我看玄幻”……
听到记者的来意后，阿姨们分享了自己看
网文的经历。她们大多在50岁到70岁之
间，退休后学会了用智能手机，自然而然地
开始看网文打发时间，每天都会看上几个
小时。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身边 20 多位 20 岁
到40岁的年轻人，超八成人表示自己看过
网文，喜欢的题材五花八门，大部分人喜欢
用免费渠道，但也有过为网文付费的经历，
每个人都有一两个特别喜欢的作者。少数
人除了持续付费看书，还买过全套实体书
或周边产品，对网文改编的影视剧也有浓
厚的兴趣。

这一现状，与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的结果相符，该报告称，在接触过
数字化阅读方式的群体中，50周岁及以上
人群占 23.2%。虽然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
轻群体仍是主力用户，但中老年人已然成
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还遇到了几个
沉迷网文的案例，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

调查 案例2

59岁阿姨爱上“霸总文学”

“不知道我妈妈现在具体在看什么小说，不过那个App总
念‘顾总’什么的，应该是小说的男主角。”天元区的谢女士告
诉记者。

谢妈妈今年 59 岁，是位家庭主妇，因为年轻时就喜欢看
言情小说，她从五六年前起，开始看网文，更是爱上了“霸道总
裁”式小说。除了捧着手机看，还会打开能语音读书的 App
听，做家务、散步要听，一家人吃饭时也要听。

“我妈没什么别的爱好，时间又多，平时除了看电视，就是
看网文。”谢女士说，“她还会推荐软件给我，告诉我哪个App
的电子语音读得好，我是不反对她看网文的，只要别在吃饭的
时候听小说就好了。”

案例3

案例1

为了看网文，一天只吃一顿饭

网友“小蓦”是一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专业大三的
学生，这个河北姑娘从14岁起就开始看网络小说，曾经有过
一段疯狂沉迷的阶段。

因为喜欢汉服，“小蓦”对古代言情和宫斗题材的小说情
有独钟，其他的譬如耽美、无限流等各种类型的小说也有涉
猎。因为用手机看书太过明显，她的中学时代基本上每天要
买一本实体书，上课的时候偷偷地看，十几万到三十几万字
的小说，她一天就能看完。

“高中时我每月只有500块的生活费，可以一天只吃一顿
饭，省下来的钱去买书。”她告诉记者，“所以我语文成绩一直
很好。”

当时家人发现了“小蓦”的不对劲，觉得会影响成绩，非
常反对她看网文，可惜那时她正处在叛逆期，父母的话完全
不起作用。好在“小蓦”还是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家人也就不
再管了。不过，当“小蓦”在高考结束后，拿出这几年藏在房
间角落和床底下的几箱书，还明目张胆地摆出来时，“我妈的
脸都绿了”，说到这里“小蓦”忍不住笑了。

现在课业紧张作业多，“小蓦”把对网络
小说的热情抑制下来，仅在睡前看
一两个小时调剂一下。“现在花的钱

也少了，一个月只要十几块钱，
我还加了几个作者的书友群，
偶尔会在里面讨论。”她说。

“小蓦”觉得喜欢网文不是
什么坏事，她说，“设计是个很需
要灵感的专业，有很多灵感都是
小说给我的，以后工作了，也会继
续看网文的。”

迷上网文
老人一年充值两万多元看小说

石峰区的“悠然君”（网名）今年65岁，
他想不起来是怎么开始看网文的，可能是
点进同学群里的某个链接，一直有阅读习
惯的他顺势看了起来，没想到一发不可收
拾。

从四五年前起，“悠然君”开始在微信公
众号上看网文。从一开始随便看看，到迅速
被网络小说百无禁忌的新奇故事深深吸引，
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像《瞳术鉴宝师》《剑
宗乾坤》《铁血人生》等武侠、军事、鉴宝题材
的小说不知不觉就看了很多部。

最令人惊讶的是“悠然君”在看小说上的
花费，某天家人无意间发现，他一年就给公众
号充值了两万多元，几年下来已经花了五六万
元。

以他在公众号“青丝文馆”看的一本叫
《无敌天下》的网文为例，看一章小说要消费
100 多书币，按照 1 元等于 100 书币的充值
价格，他差不多每一两天就要充值一次，看
完一部几千章的小说居然要花到惊人的数千
元。

家人对这样高昂的消费很不理解，一边
劝解他不要被无良营销号坑钱，一边给他下
载了几款正规的小说App，可惜效果不佳，他
无法丢开没看完的小说，还是一章一章地看了
下去。

“其实都是些无聊的快餐文化，没什么营
养价值，挺害人的。”对此“悠然君”自己也颇
为懊恼，渐渐地尝试着克制改变。因为长时
间用手机看书，他的视力受到了很大影响，经
常感到眼睛干涩模糊。更令他开始认真反思
的是，作为一名哲学硕士，几十年来大量涉猎
的都是哲学、文学、历史等社科类经典书籍，家
里的藏书超过几千册，也曾写过不少好文章，结
果这几年却没读过几本好书。

他说：“主要是现在退休了没什么追求了，
身边还在看严肃文学的朋友也几乎没几个，自
己也放松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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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2
月，中国互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发布的《中
国 互 联 网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告》显示，
截 至 去 年 年
底，我国网络
文 学 用 户 总
规 模 达 到
5.02 亿，占网
民 总 数 的
48.6% ，达 到
史 上 最 高 水
平。

闲 暇 时
拿 起 手 机 看
小说，已成了
人 们 一 种 普
遍 的 习 惯 。
在 飞 速 增 长
的数字背后，
不 止 是 年 轻
人，中老年人
也 成 了 新 的
增 长 点 。 对
此，记者进行
了调查，发现
了 不 少 有 意
思的现象。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中老年人爱看
网文，可能与互联网公司对碎片化时间的
收割有关。在某读书App注册新用户时，
可选择年龄和性别，只要选择50岁以上女
性，首页推荐的几乎都是“总裁文学”，选男
性则往往会推荐各种赘婿、兵王、玄幻类小
说。于是有网友调侃，应该要设置中老年

小说防沉迷系统。
人们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方

便了利用碎片时间阅读，但良莠不
齐的网文也很容易过多占据人们
的时间，甚至部分互联网公司和
无良公众号有利用中老年人对
网络不熟悉，诱导高消费的趋
势。

这些沉迷网文的老人，
像极了小时候沉迷游戏、
小说的年轻人。对此，子
女应该理解，也应有所
警惕，好的网文不失为
老人丰富生活的一种
选择，但也要注意劣
质网文侵占老人的
生活空间，影响身
体健康或损失钱
财。

记者手记

漫画/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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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后的《湘氮报》努力贴近工厂实际，
相继开辟与生产经营、设备管理、安全环保、
生活后勤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的专版、
专栏，建立了自己的通讯员队伍，同时鼓励
采编人员勤下基层，深入实际，及时了解和
掌握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为企业生产经营一
线鼓与呼。

1989年，李立洪因工作需要，调往市直
机关工作。继任的湘氮报总编辑刘辉和同
事，传承办报的宗旨和风格，创作了一批贴
近生活、鼓舞士气的好作品。刘辉撰写的通
讯《一往无前的“东风”牌》，讲述了公司汽车
队的一名司机，在运输原材料回程途中，强
忍突发急性阑尾炎带来的剧痛，将货车安全
开回公司后，才去医院做手术的感人事迹。
该篇报道获评1992年度全国化工好新闻一
等奖、株洲市新闻“两会”第三届好新闻一等
奖 。

又如新闻述评《用好小标点，做活大文
章》，通过借助逗号、分号、惊叹号和省略号
等标点符号，制作含有寓意的小标题，对企
业生产、经营、管理和安全等方面的典型事

例进行归纳式报道，既生动活泼，又达到了
赞誉先进、针砭“时弊”的目的，得到公司上
下广泛关注，受到职工普遍好评。

而反映合成分厂狠抓经济运行、设备维
护，以及安全生产等管理工作的长篇通讯

《管理的力量》等报道，促进了公司内部各项
管理工作的改进和加强。

“当时厂内舆论环境良好，企业党委对
于厂报的报道十分看重。”李立洪回忆，他们
经常开展舆论监督报道，及时发现、捕捉、曝
光企业运行中的一些不良苗头和倾向，甘当

“吹哨人”，厂领导十分开明，不但不设阻，还
对此加以肯定，将报道事例作为典型案例，
在调度会等场合进行通报。

“被点名的分厂、车间也不会来找麻烦，
而是主动与我们对接，找到问题的症结，及
时改正，形成一呼百应的效应。”李立洪说。

1987 年，湘江氮肥厂获评化工部全国
化学工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在
1989 年全国首届企业报展评中，《湘氮报》
荣获优秀奖，并由《工人日报》副总编、中国
企业报协会副会长胡甫臣撰文重点推介。

策划/邱峰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任远

如果城市有记忆，报纸
是最生动的载体之一。

创刊于1987年8月的《湘
氮报》伴随城市发展，见证企
业变迁，记录了几代湘氮人
的辛劳与汗水、光荣与梦想、
落寞与遗憾。

本期《株洲厂报往事》
中，我们拂去时光的尘埃，走
近一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
报纸——《湘氮报》，去探寻
那段令人心潮澎湃的峥嵘岁
月。

悄然告别历史舞台

经过几十年的挖潜改造、填平补齐，截
至1995年，湘江氮肥厂拥有合成氨、尿素、
甲醇、纯碱、复混肥和热电6大生产系统，固
定资产5.7亿元，职工5800人，其中工程技
术人员1200人。

然而，时代洪流呼啸而来，将所有人裹
挟其中。曾经风风光光的企业，也无法独
善其身。

上世纪90年代后，湘江氮肥厂曾与株
洲化工厂合并，后又恢复机构设置。2001
年9月，因资金、市场、管理等原因，湘氮被
迫全面停产。到 2002 年 1 月底，工厂重新
恢复生产。

2003 年 12 月 25 日，广东中成并购湖
南湘氮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湖南智成化工
有限公司。同年，《湘氮报》更名为《腾飞》
报。

6年后，广东中成引进战略投资者，由
柳化集团、柳化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收购中
成化工。直到 2018 年，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步伐加快，柳化株洲基地全面
退出。

无论是之前的《湘氮报》还是后来的
《腾飞》报，作为宣传阵地，报纸在企业发展
的每个关键节点，都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
导作用。

刘辉回忆，在湘氮实施改革改制的前
后关键阶段，该报配合省、市关于改制企
业的职工安置政策，以及公司内部的职工
安置方案，做了大量相关政策法规宣传解
读，同时及时采写了公司关于改革改制的
方针、部署和具体步骤安排，并适时配发
相关评论文章，帮助广大职工深入了解相
关政策，确保生产经营在最短时间内恢复
运转，员工安置工作平稳过渡。

“一时间，报纸成为公司职工茶余饭
后的必读物，有些职工还跑到报社来索
要《湘氮报》，引发‘洛阳纸贵’之景。”刘
辉说。

2015 年上半年，受企业经济形势影
响，《腾飞》报停刊。当时的主编陈建飞回
忆起最后一期《腾飞》报刊发时的情景，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期，是
在筹备下一期报纸时，主管领导告知我们
停刊的消息，大家心中不免唏嘘伤感。”

从此，这份经历 28 年风雨的厂报结束
了自己的使命，告别历史舞台。

打造企业舆论宣传阵地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很长一段
时间里，湖南不能生产深受农民欢迎的尿素。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开始筹建株
洲氮肥厂。几起几落，直到1970年，如银白
色珍珠般的尿素终于在株洲氮肥厂问世，湖
南结束了尿素需从外省引进的历史。时任
省革会主任的华国锋冒雪赶来，与全厂干部
职工分享了这份喜悦。这次视察中，他建议
将株洲氮肥厂更名为湘江氮肥厂，同时提出
了湖南将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建立四
座大中型氮肥厂，以满足湖南农业用肥，夺
取粮食高产稳产的构想。

投产后的湘江氮肥厂顺势发展，职工人
数最多时超 6000 多人，如同一个小社会。
湘江氮肥厂生产的“湘江牌”尿素在首届中
国金榜技术与产品博览会上评为金奖，获得

“中国公认名牌产品”奖牌和证书，甲醇也由
省、市标准局评为免检产品。

上世纪 80 年代，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成为湘氮党委的重要工作内容，先后成立
了厂广播站和电视台。

1987年，湘氮党委决定创建厂报，选派
厂宣传部干事李立洪负责组建。“首要任务
是组建一支队伍。”李立洪回忆说，当时的株
洲，文化氛围浓厚，被誉为“诗城”和“歌剧
城”，天南海北的建设者集结在此，厂矿里面
卧虎藏龙。李立洪很快物色了几名有一定
写作基础、热爱新闻报道的同仁，将他们从
车间调到厂报，还特意招聘了一名美工，负
责刊头制作、版面美化和摄影。

为了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团队冥
思苦想，做出几套方案，最终取名《湘氮报》，

“让人一眼便知是湘江氮肥厂的报纸。”李立
洪说。

4 开的报纸，每半月刊发一期，设置了
要闻、综合新闻、副刊、理论学习等版面。

李立洪回忆，当时株洲不具备印刷条
件，为了保证印刷质量，他们找到长沙，选择
省体委体坛周报印刷厂承印。“在那里校对、
签发、印刷，再由厂里派车将报纸运回株洲，
发给各个班组和职工家庭，每期印数在
3000份左右。”

努力贴近工厂实际

▲▲1990 年 12 月 31 日《湘氮报》第二
版。（网络供图）

▲▲《腾飞》报翻拍版面。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