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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贾庄中心小学师生走进

煤炭工业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重温党史，师生同

上一节思政教育实践课。学生们通过北昌路、皇冠

塔、冀中能源党史馆、西大楼等一系列主题研学，在穿

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中探寻中国近代煤炭工业的发展

足迹。 杨春辉 栗滢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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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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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邢台市大街小巷，遍布街巷的

公共阅读空间，形式多样的特色阅读推

广活动，日益完善的全民阅读保障机

制，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社

会新风尚。

2021年起，邢台市以阵地为基础、

以活动为灵魂、以品牌为核心、以机制

为保障、以实效为导向，持续深化“悦读

之城·书香邢台”工作，不断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厚植城市文化气质，助力

“太行泉城”城市品牌建设，推动文化兴

市战略实施。

构建“太行泉城”15分钟阅读圈

得一寸天地，享一缕书香。推广全

民阅读，平台建设是基础。

“悦读之城·书香邢台”建设工作启

动以来，邢台市坚持文化便民、利民、惠

民原则，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持续拓展有

品质、有温度、有特色的阅读阵地，一批

时尚、精致、便捷的阅读空间应运而生。

信都区遇建城市书房有书籍1.2万

册，四方围合的中厅清新雅致，透过窗

棂，还能看见不远处的七里河，阅读氛

围直接“拉满”。“相看欣然，在这儿阅读

是一件美妙的事。”市民郭女士说。

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社区乡村等地，

阅览室、职工书屋、读书角等形式的“微

书坊”不断涌现，呈现另一番别致景象。

信都区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的职工

书屋，高挑的设计让人豁然开朗，浓郁

的书香味吸引职工前来享受读书乐趣。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邢台市积极

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农家

书屋，不仅拓宽城市书网的边界，也成

为农村孩子成长中的一盏明灯，农民致

富路上的“充电站”。

窗外，草木摇曳、美景尽收；窗内，一

片静谧、书香氤氲……在南和区贾宋镇

后寺上村的农家书屋，临窗的长排书桌

几乎满座，人们沉浸于各自的书籍中。

67 家城市书房、700 余处“微书

坊”、5000余个行政村实现农家书屋全

覆盖，全市图书馆实现一证通用、通借

通还……融阅读、交流、休闲、展示于一

体的多功能阅读空间触角延伸到全市

的各个角落，“悦读之城”不断扩大边

界，点亮了群众的“悦读之灯”。

打开更多“悦”读方式

春日芳菲好，读书正当时。

“泉城文化是我们城市之根、城市之

魂。”“百泉竞流，一锹一井，才有了‘井

方’的称呼，‘井方’进而演化成‘邢’，我

市因此被称为‘百泉之城’。”……日前，

阳光明媚，襄都区百泉村“品味百泉文

化，讲好邢台故事”读书交流会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与会者生动讲述与太行泉城

有关的历史典故、城市文化。

这样形式新颖、互动性强、参与方

便的阅读活动，在图书馆、学校、社区、

公共读书角等地时常可见——

柏乡牡丹诗会、“悦读内丘·书润你

我”“我是清河领读者”……各县（市、

区）开展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活动，彰显

地域文化特色与品味；

各乡（街道）志愿者不定期组建“流

动图书站”，免费赠送图书、发放宣传单

页等，号召大家每天阅读一小时；

各学校开展“因读而美，享遇未来”

读书交流、“争做爱阅人”家庭亲子阅读

分享等活动，全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倡导家庭亲子共读，让阅读走进千家

万户；

各企事业单位结合工作实际，积极

举办读书分享活动，丰富职工业余生

活，激发广大职工读书学习热情；

……

一场场形式内容多样、区域文化浓

郁、时代特色鲜明的阅读活动，增添了

阅读的趣味性，提高了全民阅读的参与

度、辐射面和影响力。广大市民在寓教

于乐中汲取精神食粮、丰富文化底蕴。

读书活动并不止于线下，“云”上同

样精彩纷呈。

“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程序就能

阅读。”任泽区人民广场展示栏内的阅

读推广二维码，吸引许多市民驻足。

“扫码看书 全城共读”活动优选

100本书籍并制作电子图书二维码，分

期分批在媒体与公共区域推广。从“一

卷在手”到“一屏万卷”，书香气息以更

灵活多样的形态融入生活。

聚焦“荐、读、讲、诵、评”，着眼“月

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声音”，

静心阅读、聆听讲座、沙龙对谈、网上打

卡……1100余项读书活动在全行业、

全领域、全地域、全年度压茬展开，让这

座城市拥有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节制守

礼的文明气象和崇思尚进的城市性格。

如今，每天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参

与书友会读书活动，和好友分享读书心

得，已然成为很多人眼中健康、惬意的

时尚生活。

让全民阅读成为常态

阅读，是一道文化风景，更是一座

城市的精神基座。多维度长效保障机

制是“悦读之城·书香邢台”文化品牌蓬

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邢台市成立“悦

读之城·书香邢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各界力量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引导

社会各界建立350余家民间读书组织。

去年以来，邢台市分层次、分领域

培育选树和学习宣传阅读典型，定期评

选“书香机关”“书香企业”“书香家庭”

“书香校园”等全民阅读示范点；评选

“悦读好少年”“悦读品牌活动”“美丽悦

读空间”等年度阅读先进典型。

一批批囊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学校、读书协会、退休人员及农民

代表等社会各界干部群众的阅读典型，

成为引领全民阅读、弘扬“太行泉城”文

化的重要力量。

这股力量正不断延伸，向基层扎

根，向纵深发展，汇聚起一股崇尚阅读、

热爱学习的清流。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阅读、享受阅

读，从而进一步爱上阅读、主动阅读。

书香逐渐漫布城市每一个角落，全民阅

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市民阅读热情持

续高涨。

从童颜稚子到白发老者，手不释

卷，乐此不疲；从机关到学校，从社区到

农村，文韵流长，书声琅琅。

全民阅读，书香满城。处处有“藏

书阁”、家家有“看书人”、时时有“读书

声”，阅读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读书

好”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悦读之城·书香邢台”成为邢台市

极具标识度的城市名片，散发出智慧的

光芒，涵养着城市气质，必将为做好、做

深、做活、做细泉城文章，塑造和推广

“太行泉城”城市文化品牌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本报讯（记者赵绅光 李沛涵）4月

23日，定州市举办“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仪式暨“书香定州”惠民书市开幕式。

本次活动由定州市委宣传部主

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教育局、

市融媒体中心、市文联、市新华书店、

市出版印刷发行协会协办，紧扣“全

民阅读 书香定州”活动主题，开展以

惠民书市为代表的一系列全民阅读

活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3年定州市

11项全民阅读活动重点项目，市民代表

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活动还为“书香

定州”全民阅读主题征文获奖者代表、

最美农家书屋、最具风采书店等进行现

场颁奖。

记者在惠民书市看到，现场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据了解，惠民书市以

全民阅读为主题，10余家实体书店集

中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交流活

动，在现场设置直播区、无障碍图书

区、青少年阅读区、亲子互动区、孔夫

子旧书网专区和电子图书体验区等

形式多样的购书专区。图书品类齐

全，精选少儿、作文、名著、励志、国

学、生活、养生等各类图书。在购书优

惠方面，书市坚持最大程度让利于民，

设置了一折区、3元区、5元区等特价

展区，其间还发放文化惠民卡和帆书

读书卡。

本次“全民阅读”活动内容丰富，寻

找“定州阅读达人”、青少年读书活动、

“书香定州 阅读时间”图书展览等一系

列活动将陆续开展，积极推动“文化名

城 书香定州”建设，在全社会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郑梦婷 张霄宇）日前，2022年河北文学榜

揭晓。河北文学榜由河北文学榜组委会主办，每年评选一

次，依据文学体裁，分为小说、诗歌、散文三个榜单，每个榜单

各有10部作品上榜。

入选2022年河北文学榜小说榜的是：长篇小说《信

使》，作者刘荣书；中篇小说《环行客车》，作者左马右各；中

篇小说《嫦娥奔月》，作者唐慧琴；中篇小说《秘境》，作者梅

驿；中篇小说《洗洁精》，作者杨健棣；儿童文学《起飞，大

鸟》，作者贾为；短篇小说《蝴蝶停过松枝》，作者袁予诺；中

篇小说《爱情投资模型》，作者云舒；儿童文学《我的，我

的》，作者赵卯卯；短篇小说《废物记录手册》，作者史若岸。

入选2022年河北文学榜诗歌榜的是：诗集《那么好》，

作者李南；组诗《我希望》，作者北野；组诗《我相信这条河

流是钝金属的》，作者石英杰；组诗《时光帖》，作者辛泊平；

组诗《时间线》，作者高英英；组诗《夜训》，作者艾蔻；组诗

《去南方》，作者郑茂明；诗五首《重现的镜子》，作者董贺；

组诗《隐秘的事物从不承认缺口》，作者裴福刚；组诗《高梁

的诗》，作者高梁。

入选2022年河北文学榜散文榜的是：散文《忆顾随先

生》，作者尧山壁；散文《时间里的钟表》，作者刘萌萌；长篇

报告文学《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作者刘世芬；

散文集《冀中人物速写》，作者虽然；报告文学《好一座“望

海楼”》，作者杨辉素；散文集《乡村底色》，作者白庆国；散

文《时光里的滹沱河》，作者史丽娜；报告文学《崇山百灵》，

作者海莲；报告文学《大山里的牧羊人》，作者李霁；报告文

学《那片金灿灿的大豆田》，作者陈晔。

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1.8％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史竞男 冯源冯源 张晓洁张晓洁

书香润泉城

定州市“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

2022年河北文学榜揭晓

□记者 刘俐验 通讯员 闫丽静 王芳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当地时间4月18日，世界钢铁协

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公布第17届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总决

赛比赛结果，河钢职工韩鹏龙战胜欧洲、美洲、西亚、东亚

等赛区选手，荣获职业组世界总冠军，这是2017年以来河

钢荣获的第五个职业组世界总冠军。

世界钢铁协会模拟炼钢挑战赛是钢铁冶金行业唯一

的世界性模拟生产技能竞赛，是世界钢铁界公认的一项卓

越的年度赛事。本届比赛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

1299名选手参赛。

本报讯（记者许晓星）4月20日至21日，河北省旅游

协会饭店分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全省旅游饭

店行业发展论坛在平山县野生原度假村举办。各地文化

和旅游部门、旅游协会负责同志，重点旅游饭店集团等单

位负责人以及新闻媒体共计200余人参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旅游协会饭店分会第二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饭店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

事，河北省旅投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当选会长单

位，保定秀兰集团、河北宾馆集团等11家企业当选副会

长单位。

活动发布了2023年全省旅游饭店发展典型优秀案

例、河北省旅游饭店管理服务和产品创新优秀案例、河北

省星级旅游饭店优秀职业经理人、河北省十佳会议旅游饭

店、河北省十佳度假旅游饭店、河北省十佳商务旅游饭店、

国际品牌酒店河北十强、河北省十佳四星级饭店、河北省

十佳五星级饭店、河北省旅游饭店集团十强；发布了《河北

省2022年旅游住宿业数据统计及市场分析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23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针对“五一”假期期间自驾出行需求旺盛

的特点，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严格落实

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强化电子不停车收

费（ETC）车道运行监测，及时处置异常情况。

2023年“五一”假期临近，预计假期期间旅游、探亲等

出行需求旺盛，能源、民生等物资运输活动密集，营业性客

运量和公路网车流量高位运行。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区域路网、重点水域

运行动态监测，多渠道及时发布路网、客滚航线运行信息，

动态更新发布拥堵缓行路段、客滚航线信息，并对重点路

段制定疏堵和分流绕行预案，引导自驾人员合理选择出行

时间和出行线路；加强高速公路救援力量配备，对事故（故

障）车辆及现场快速处理；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保障，

强化加油、充电、用餐、如厕等基本服务管理。

4月20日，读者在石家庄书城翻阅图书。 新华社发（陈其保 摄）

河钢职工再获世界冠军

我省发布2023年旅游饭店
发展典型优秀案例

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重大
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