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远岸 版式 那艺田 责任校对 李义兴 2023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一 时 事6

□新华社记者史竞男 冯源 张晓洁

　　你有读书的习惯吗？过去一年，你读
了几本书？23日在杭州开幕的第二届全
民阅读大会上，发布第20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结果。调查发现，2022年我国成
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
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8%，保持增长
态势。

人均一年读几本书？

　　据统计，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
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均较上年有所提
升。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8
本，高于2021年的4.76本；人均电子书阅
读量为3.33本，高于2021年的3.30本。
　　此外，全国城镇居民对公共阅读服务
设施的使用满意度持续提升。就使用情况
看，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中，使用过公共图
书馆的比例为14.9%，使用过社区阅览
室、社区书屋或城市书房的比例为
12.1%，使用过报刊栏的比例为10.3%。
其中，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满意度最高为
78.2%，对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或城市
书房的满意度为72.5%，对报刊栏的使用
满意度为60.6%。
　　“在杭州，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
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以及社区文化家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众多阅读新空间，
让每天读点书、每月读本好书从‘盆景’
变‘风景’。”杭州市市长姚高员说。

我们花多少时间阅读？

　　调查发现，传统纸质媒介中，2022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最长，
为23.13分钟，比2021年增加了2.08分
钟。而在数字化媒介中，我国成年国民和
手机“最亲密”，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
为105.23分钟，比2021年增长了4.11
分钟。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
绍，我国成年国民读书时间和网络阅读时
间同步保持增长，手机阅读等“轻阅读”
占用阅读时间越来越长，“深阅读”有待
加强。本次调查发现，3.3%的人认为自
己阅读数量很多，11.2%的人认为比较
多，55%的人认为数量一般，还有30.5%
的人认为数量很少或比较少，提升全民阅
读水平需久久为功。

“纸读”“数读”谁更受青睐？

　　纸质图书阅读历史悠久，数字化阅读
方兴未艾。此次调查显示，2022年，
45.5%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
书阅读”，与2021年的45.6%基本持平。
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8%，纸质
图书阅读仍是“第一阵营”。
　　调查还发现，目前，我国成年国民数

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手机移动阅
读成为主要形式。2022年，有77.8%的
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2021年
增长了0.4个百分点。“听书”和“视
频讲书”正成为新的阅读选择，35.5%
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
　　在人工智能已经普及的数字化时
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作协副主
席李敬泽认为，阅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
过程，是跟随作者经历创造的过程。
“你可以流着汗在奔跑中经历西湖，也
可以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去经历西湖。我
还是倾向于自己跑过去。阅读就是跟着
作者跑步的过程，跑着跑着就产生了自
己的创造力，从苏东坡的西湖，跑向自
己的西湖。”

孩子们爱读书吗？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在线调查和电话

调查方式，在165个城市进行样本采集，
覆盖我国30个省区市，获得148万余个有
效样本。其中，成年人样本占74.6%，未
成年人样本占25.4%。调查显示，0-17周
岁的未成年人阅读能力平稳提升，阅读率
和阅读量均较往年有所增长。2022年，
这一人群的图书阅读率为84.2%，比2021
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
为11.14本，比上年增加了0.21本。
　　专家表示，要用阅读照亮更多孩子的
成长之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介绍，今年3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
将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基
本完善覆盖各学段的阅读服务体系，显著
提高“书香校园”建设水平，让校内外阅
读氛围更加浓厚，助力深化全民阅读。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4 月 23 日是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记者
在多地采访发现，近几年特别是“双减”后，中
小学开展各类阅读活动的时间更多、形式更
加丰富。但随着“触网低龄化”，部分老师、家
长也对课外阅读产生了一些担心。

学校读书活动日益丰富

　　 3 月 27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国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义务教
育学校要将读书行动纳入“双减”工作，严格
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为学生阅读创造空间，并
在学校课后服务中开设阅读活动项目。
　　阅读正走进一些中小学的课后服务。在
哈尔滨市松花江小学校，走廊、大厅等空闲
的角落设置了读书区，各班建立班级图书
角、添置图书橱，营造出浓厚的读书氛围。
　　“学校专门开设了阅读课程，形成从‘单
篇’到‘整本’，再到‘一类’的课程体系。”松花
江小学校校长马永新说，各班级利用周五的
课后服务时间设立了“悦读悦美”分享舞台，
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多种阅读活动之中，包括
“我为书代言”“我从书中走来”“与作家连线”
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覆盖各学段的阅读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2022 年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中小学
阅读空间建设与管理指南》，对中小学图书
馆面积、开放时间等做出明确规定，并提出
中小学校应创新各类资源使用方式，培育具
有时代感和学校特色的阅读活动品牌。
　　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骏威小学看到，学

校的图书馆内有区图书馆借阅终端机，学生
在校内就可以共享区图书馆的资源。作为一
所有着红色历史的红军小学，学校以“红色
教育”为特色，在图书馆专门开辟了“红色
阅读”专区。
　　各类读书活动不断涌现。上海市黄浦区
卢湾一中心小学已连续多年开展世界读书日
活动，今年主题为“徜徉书林、品读唐
诗”，通过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提高学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感知。“‘双
减’以来，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持续上
升，并且随着阅读活动的丰富，学生阅读的
兴趣面也在拓展，阅读的图书品类更加均
衡。”该校语文教师武晓菲说。

“课外书”有讲究

　　尽管学校读书活动日益丰富，但在采访
中，记者也感受到一些老师和家长的担心。
　　“课外阅读应该是课堂之外的‘补充剂’，
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阅读成为重要渠
道，‘补充剂’变成了一把‘双刃剑’。课外读物
本身就存在编写良莠不齐的问题，现在有了
网络阅读，这个问题更突出了。”武晓菲说，现
在网络上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小短
文或“一分钟读完一本书”之类的内容，如果
习惯了这种快餐式阅读，可能会消解孩子们
沉浸式阅读、深阅读的兴趣和专注力。
　　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老师告诉记者，班
里有学生在写读后感时，读的竟是网络上的
“霸道总裁救赎文”。“当时我给的评语
是，建议多读一些名著类文章。现在孩子接
触网络的几率增加，会接触到一些言情小说
网站，在班里会有三五个孩子组成的‘小团
体’喜欢看。与此同时，学生在文学名著上
的阅读量参差不齐，前段时间一次关于四大
名著的小测中，有不少学生只知道课内讲过

的内容，一旦涉及课外知识就答不上来
了。”这名老师说。
　　一些老师、家长担心孩子在三观还未
定型时，就受到网络小说中一些不良内容
冲击。上海一名初二学生家长张女士说，
有些作者为了吸引青少年眼球，不仅写校
园恋情，还有校园恶作剧、校园欺凌等内
容。“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很
担心这些内容会让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甚
至想要去模仿。”
　　一些小学生成为“耽美”小说等的阅
读群体。北京一名五年级老师告诉记者，
班里有孩子在微信朋友圈讨论有关“耽
美”小说的内容。记者在各类社交平台搜
索发现，目前关于“小学生看‘耽美’”
在网络上已有诸多讨论，其中涉及对部分
“耽美”小说中存在的色情描写、传递不
正确三观的担忧。
　　“如今的网络文学往往融合了悬疑、科
幻和情感等元素，学生难免会在网络上接
触到或被这类书籍所吸引，做好课外读物
选择、引导有讲究。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孩子
接触三观正、有温度、文笔出色、内容轻松
有趣的书籍，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孩子学会
用批判的思维和意识进行阅读，吸取精华、
摒弃糟粕，使孩子自身具备抵御外界风险
诱惑的能力和品质。”马永新说。

家校协同助力孩子“读好书”

　　上海市教育学会联合高校及第三方科
技团队 2021 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课外阅读方面， 12% 的上海中小学生几
乎天天阅读， 6% 的学生每天读书时间超
过一小时。
　　参与此项调查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团
队研究发现，时下在网络阅读和短视频平

台、自媒体上的不良读物和内容对青少年
有较大吸引力。建议相关部门可进一步加
强对教师、学校图书管理员等的培训工
作，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指导和协助青少年
阅读，专业的社会力量也可在其中发挥作
用，参与课件制作等一系列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晓云认为，网络
阅读的鲜明特征是浅阅读、碎片阅读，但
处在心智成长期的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初中生，阅读还是要以纸质书为主，这不
完全是习惯问题，更涉及读、写、算等基
本学力的养成，学校和家庭应该更多鼓励
纸质阅读、深阅读。建议通过完善图书审
核与出版，以及优质图书进校园、进书店
等一系列机制，让孩子能接触到的书尽量
都是好书，隔绝不良内容对孩子的影响。
　　“教师要起到引导作用，并和家长共
同守护有助于孩子阅读的良好环境。对家
长来说，学校推荐的一些名著，很多家长
也未必读过，如果能和孩子一起读，而不
是把大量时间花在刷短视频上，既能鼓励
孩子，对家长自己也是一个提高。”武晓
菲建议，相关部门可推出针对亲子阅读的
指导性平台和微课程，为家长提供亲子阅
读的有效方法。
　　数字阅读时代，电子书、电纸书等已
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之一，有声
读物让孩子阅读经典的形式变得更多元、
更有趣。广州市第五中学副校长吴晶晶建
议，学校、家长应该用好这些数字资源，
做好书籍内容的甄别，而不是只抛给孩子
一个平板电脑。通过与孩子共读、分享读
书心得等方式，引导青少年阅读经典，形
成读整本书的阅读习惯。
  （记者金地、郑天虹、吴振东、刘
昊东）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新华社记者廖君 熊翔鹤 喻珮

　　 4 月 23 日，为期 3 天的第二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
览会落下帷幕。在这场盛会上，黑科技、新玩法、活力文化等
新元素在展会上接连亮相，传递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信号。

“黑科技”赋能智慧文旅

　　音乐机器人与激光琴的拨弦和鸣、陆羽《茶经》与恩施茶
产业的机械臂倒茶、武当山太极文化的智能穿戴表演、来自光
谷的 3D 打印……走进 8 万平方米的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有
趣的“黑科技”处处可见。
　　“炫酷又震撼，尤其是光影技术下的大美中国馆以及超科
幻的武汉馆。逛一天展就走遍了整个中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各地大好山河与风土人情。”来自湖南的游客白梦圆说。
　　在音乐驿站表演现场，几十个小型音乐机器人伴着荆楚特
色音乐欢快起舞、动感十足，同样情绪激昂的还有展位负责人
蔡泽锋。“如此热闹拥挤的场面令人激动，作为参展商，我们
明显感到了经济复苏的活力。”他说。
　　科技赋能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体验感，还为智慧文旅
提供了新思路。展馆内的中国电信展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与业
内人士交流探讨。据展区工作人员杨朝介绍，借助云存储、大
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开发的文旅视频 AI 分析及综合监测系
统，可为景区提供指挥调度、分析决策等服务，极大地提升了
旅游管理能力。

个性玩法扮靓都市生活

　　在新业态展馆里，一处金黄色的“田野”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席地而坐、悠闲惬意。“田野”里的稻草人、草垛、帐
篷、茅草屋共同构成了人们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心愿。
　　作为本次文旅博览会的配套活动之一， 2023 全国露营大
会 4 月 14 日在武汉东湖启幕。悠悠东湖畔乐声飞扬、灯火璀
璨， 230 顶各类帐篷分布于草坪和湖边，来自全国的 137 家
展商展出了近 50 辆房车和 900 余件各类露营装备。
　　“营地露营着重打造草地音乐节、亲子游戏等互动式体
验。”途居双峰山露营基地负责人胡孝军说，“五一”小长假
即将到来， 101 个房车营位已预订一空。
　　冰雪运动、山地索道、攀岩等玩法也纷纷亮相。辽宁馆的
旋转雪道上，游客们握着雪杖、踩着滑雪板，竞相拍照打卡。
湖北恩施等南方城市的冰雪资源也逐渐“盘活”，带着最新、
最潮的装备来参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旅游休闲日渐成为人民美
好生活的日常选项，同时催生了包括露营经济在内的旅游新业
态。快速发展的露营游、郊野游、乡村游等，在促进休闲消
费、培育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推动
了旅游休闲领域的创业创新。

“文物活化”唤醒“沉睡”的历史

　　在江苏馆内，一面多人交互三维文物展示大屏——— 显真阁
颇受游客青睐。屏幕上陈列着来自常州博物馆的文物，手指轻
触、滑动展品，就能观赏其 3D全貌，栩栩如生。
　　“利用超细节模型显示、实时光影动态光线追踪等手段，全
方位高精度还原文物，让远在江苏的文物也能在湖北可观赏。”
江苏馆工作人员孙炜迪说，运用科技让历史“活起来”，为文物的
研究、修复、还原、展示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手段。
　　甘肃馆“我在敦煌画壁画”数字虚拟体验活动现场围满了
小朋友。 5 岁的张孟石在电子屏上选择壁画线稿，用朱红、
佛手黄、落英淡粉等岩彩进行填充。瞬间，一幅《双鸽纹》壁
画便从遥远的莫高窟“走”出来，跃上电子屏“活”了起来。
“第一次尝试‘画’壁画，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更想去敦煌
莫高窟旅游了。”张孟石神采飞扬地说。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在本届文旅博览会论坛
上表示，各地应以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契合公众的精神追求，
以文物活化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通过旅游和文创业态的培
育，让历史“活”起来、人气“火”起来。
            （新华社武汉 4 月 23 日电）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记者黎云 孙鲁明）4月23日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4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海军在全
国多地举行军营开放活动，并在沿海军港、码头靠泊展示多型
海军现役主战舰艇，组织升国旗仪式、双拥共建座谈交流等
活动。
　　自4月21日起，海军在青岛、上海、广州等全国22座城市
的62座军营举行军营开放活动，组织驱逐舰、护卫舰、导弹
快艇、测量船、医院船等多型舰艇共28艘靠泊展示，在港区
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潜艇均悬挂满旗、满灯。
　　在大连旅顺，海军训练舰邓世昌舰开放驾驶室、机舱、荣
誉室等特色舱室，民众可观摩和体验损害管制操演、战伤救护
等训练科目。在山东青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大
庆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综合援潜救生船洪泽湖船靠
泊首日吸引逾5000名民众参观。在上海吴淞港，导弹护卫舰
嘉兴舰组织轻武器分解结合、旗语快闪、模拟射击等特色体验
活动。在福建厦门，老英雄们与年轻水兵在导弹护卫舰资阳
舰、商丘舰上共话强军使命。在海南某地，民众走进南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旅营区，参观军史长廊、观摩武器装备，与海军
官兵面对面交流。
　　以高楼大厦为画布、光影科技为画笔，在烟台、上海、宁
波、广州等城市，一场场城市灯光秀活动点亮了城市中心商
圈、机场、火车站和地铁站。多地通过楼宇电子屏、移动电视
等平台，播放人民海军成立 74 周年宣传片和系列视频、海
报，全景式、立体式展现人民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成就。
　　系列活动中，富有“海味”、战味的军乐演奏也成为一大
亮点。海军军乐队在青岛举行多场军乐表演，大型交响管乐
《巨浪》及多首红色乐曲精彩联奏。
　　海军各部队组织升国旗仪式，海军机关和部队代表在海军
博物馆举行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部分单位还组织“战舰与
城市”双拥共建主题活动和“海疆万里行”海防教育等活动，
帮助和支持公众了解海军、热爱海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人民海军开展多项

主题活动纪念成立74周年

新技术、新潮流、新活力
——— 从第二届武汉文博会看文旅融合发展新信号

 ■生活观察

“课外书”有讲究：义务教育阶段如何“读好书”？

今日视点·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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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3日，市民在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浣

江书房金石学馆看书。

  春日渐暖，第二十八

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

城市乡间，屋内屋外，到

处都能看到人们捧书阅读

的身影。“读书不觉已春

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让我

们一起享受阅读之乐，品

味书香之美。

 新华社发（郭斌 摄）

  ▲4月22日，在云南省丽江古城玉泉诗社，一名老人在翻阅诗刊。

               新华社发（赵庆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