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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开启新一季“多多读书月”
前六季累计补贴2600余万册平价好书

“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4月21日，第七季“多多读书
月”如约开启，为期一个月。读书人“突击拼书”的时候又到了。

经过此前六季的沉淀，本季读书月活动深化知识普惠战略，
邀请平台千余家图书店铺参与，以亿元读书基金叠加官方补贴，
首次对上万种图书产品进行源头直补。

与此同时，本季读书月活动还联合各大出版社优中选优，精
选1000本经典著作，直接补贴500万册，其中包括国内外知名作
家经典书目，如从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
等奖项中遴选的书籍，去年在多个年度榜单中霸榜的图书，以及
对社会运行规律给以诠释的社科哲学类书籍。

“多多读书月”是拼多多2021年4月起发起的一项大型知识
普惠行动，联合国内权威出版社、图书出版公司等，建立亿元级读
书基金，补贴优质、经典图书，为消费者提供平价正版好书。三年
来，“多多读书月”已逐渐成长为国内图书市场的一大IP活动。
活动期间，读者在拼多多搜索“多多读书月”即可参与。

如今，“多多读书月”已是越来越多人图书消费的重要方式，
甚至有人将之提前列入年度消费预算。“全民阅读的重点是全民，
我们希望持续加大对优质图书产品的补贴广度与深度，让更多人
能够享受知识普惠的福利。”“多多读书月”项目负责人表示，“我
们将继续为构建一个高效、透明的正版图书供应链体系而努力，
推动实现消费者与出版商的互利共赢。”

补贴书商首次突破千家

从此前每季上百家出版社及图书公司参与，到本季上千家图
书公司加入这场补贴盛宴，这是此次读书月的最大亮点之一。

本季读书月为广大消费者选取了“春日书单”，其中包括国内
外知名作家经典书目，比如加缪的《鼠疫》；从诺贝尔文学奖、茅盾
文学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等奖项中遴选的图书，比如卡夫卡的
《审判》；因电视剧大火而热卖的《繁花》；以及《芯片战争》《人论三
题》等社科哲学类图书。

今年是博库图书时隔多年再次参加读书月活动。博库网是
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图书销售服务商，在拼多多开设旗舰店已有4
年时间。“‘多多读书月’的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大，我们的参与意愿
很强。”博库图书店铺负责人很看重这次活动。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自2021年入驻拼多多以来，文艺社科、文

教、古籍等图书品类广受平台用户欢迎。如今，他们已参加过五
季读书月，是读书月的常客。

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平价正版图书市场的可持续发
展，从2021年4月首季活动上线至今，“多多读书月”已连续举办
六季。其间，拼多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未读图书、商务印书
馆、天地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果麦、理想国等上百家
权威出版社、图书出版公司，累计补贴逾6000种、2600余万册精
品好书。

“好服务+多实惠”助力图书消费升级

“多多读书月”行至第七季，在其带动下，三年多来，拼多多图
书类目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更多高质量的图书产品被消费者看见
并喜爱，而爱书之人也收获了更多实惠。

“近年来，平台各年龄层读者购书热情高涨，用户需求呈现个
性化、多元化的趋势。社科经管、艺术哲理、文学小说、历史传记
等需要沉浸式阅读的书籍备受欢迎，自我提升、考学教辅、养生保
健等功能性、实用性书籍的销量也长盛不衰。”“多多读书月”项目
负责人表示。

本着“消费者需要什么，平台就补贴什么”的原则，本次读书月
活动将补贴图书产品的品种从此前的千余种扩容至上万种，覆盖
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少儿、经济、管理、商业、艺术、科普等领域，
满足更多地域、更多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力争更大范围的普惠。

除了提供更多实惠，“多多读书月”还持续改善图书服务，让
广大爱书人敢消费、愿消费。目前，参加读书月的图书商品都拥
有百亿补贴频道的“安心买 随心退”服务作为标准配置。这意
味着，购书者将自动获得平台提供的“品质险”，同时还享受全场
包邮、买贵必赔、48小时发货等服务。对于图书运输过程中的书
角磨损等问题，平台书商也会第一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部分退
款或退货退款等处理。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拼多多连接着最广泛的读者和
书商，通过加大补贴力度、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多多读书月’希望
助力图书下沉，让消费者买到便宜、放心的好货；也让有价值的图
书得到更好的曝光，推动更多平价正版好书上架，践行全民阅
读。”“多多读书月”项目负责人表示。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万里

游摊挡道是常事

清晨5点多，当城市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早起的人已经在“潮汐摊区”忙碌开
了。

成都姑娘龚晓燕在重庆生活已经4年了，龚晓燕卖的这些菜，很多都是自家
公婆村里种的。“原来我们在（小区）后面摆摊的时候，早上八点城管上班了就来
追赶我们。他还是会帮你收，把东西收了走开之后他们就走了，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们又回去接着摆，然后他们一会又来了，反正一天要追很多次。”

因为根据《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随意占道摆摊并不被允许。
位于南川区南城街道南大街的中心农贸市场，距离龚晓燕摆摊的路段车程

20分钟，不宽的道路两边摆满了摊位，没有设立潮汐摊区之前，游摊挡道堵路是
常事儿。

南川区城市管理局的执法队员覃义军和罗正平，已经是10年的老城管了，
因为摆摊挡路而引发的近乎争吵的劝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我们这个工作每天
都是归零状态，头一天遇到的商贩，第二天还会遇到，工作确实比较难做。”覃义
军也感到无奈。

摆摊不再你赶我躲

针对这些问题，重庆市南川区探索性推出的“潮汐摊区”，就是在城市小区周
边、街心公园周边，划定区域供菜农和果农贩卖经营，实行定时、定点管理。这样
一来，像龚晓燕这样的摊主就可以在规定的区域内经营。

居民杨先生表示：“以前我们去买菜的话，还需要自己开车五到十分钟，或者
是坐出租车，一个来回会多花十块钱。现在我们到楼下买就比较方便。”

“买菜的人知道你天天在这里，他每天都到这个地方来找你买菜。”龚晓燕
说，以前每天躲来躲去，一天只能卖几十到百来块钱，现在能卖到三百到四百元。

除了早上6点到9点，下午4点到7点也是潮汐滩区的开放时间，在这两个
时间段，罗正平都会在这段路巡视。他和摊主们的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
前我们是到处跑、到处追，现在有了潮汐摊区，你劝说他一下，他基本上就到固定
位置去了。”

龚晓燕也觉得，她们现在跟城管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们抬不动搬不动的
地方，他们都会主动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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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南川区一些小
区门口、或是人行便道上，
总会出现这样的一幕：每天
早上6点到9点，下午4点
到7点，一个个小摊贩挑着
一筐筐的蔬菜，准时来到这
里，将新鲜的蔬菜码放整
齐，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
位，井然有序；时间一到，再
准时收摊。这就是南川区
从去年夏天开始设置的“潮
汐摊区”。

从在城市里东奔西走、到在稳定地点安逸卖菜的摊贩，从与流动摊贩关系紧
张、到如今亲如一家人的城管队员。“潮汐摊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给予摊贩合
理合法的经营空间，匹配精准的管理与服务，不仅能让市民享受到家门口买菜的
便利，更让流动摊贩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化解极易反弹的占道经营难题，实
现温暖的双向奔赴。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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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有温度 市民生活有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