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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布“全民阅读倡议书”

让阅读
深入社会各个角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4月26

日上午，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
会上，“四川书香之家”代表刘迅、饶
苏，“书香天府金牌推广人”代表米瑞
蓉、傅天斌、李丹、谢彬，儿童绘本获奖
代表王晨安，共同宣读了一份全民阅
读倡议书。

全民阅读倡议书中提出：

——以阅读丰富精神世界。将阅
读作为一种兴趣爱好、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精神追求，以清幽书香浸润心灵，
在字里行间仰望星空、放飞梦想，不断
增长知识积淀、锤炼道德操守、提升思
想境界。

——为阅读提升供给效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优
质精品，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
水平，让阅读深入社会各个角落，让社
会处处充盈书香。

——让阅读涵育时代风尚。汲取
文明滋养，淬炼典籍精华，涵育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时代风尚，汇聚更多
治蜀兴川的智慧和力量，为深入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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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最美人间四月天，春日读书正当
时。4月26日上午，“深化全民阅读 建设
书香天府”——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大会在成都市天府艺术公园开幕。

当天，天府艺术公园设置了多个特
色展区，还有《三苏家风家教》新书发布
会。整个大会书香浓郁，犹如一个流动
的大型书展。

现场通过视频发布了《四川省2022
年全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四川书香
之家”名单、“书香天府金牌推广人”名
单、四川省全民阅读“三个一百”示范工
程推荐名单。

《四川省2022年全民阅读状况调查
报告》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四川人民的阅
读生活良好指标。“四川书香之家”代表
刘迅、饶苏，“书香天府金牌推广人”代表
米瑞蓉、傅天斌、李丹、谢彬，儿童绘本获
奖代表王晨安，共同宣读全民阅读倡议：
让阅读深入社会各个角落，让社会处处
充盈书香。

开幕式现场还上演了“吐火龙——
有关情绪管理”儿童剧表演，用生动的形
式表达，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做
好情绪管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特色展区包括“川
越书香长廊”“少年儿童绘本创意展”“全
民阅读成果展”“古籍保护展示及互动体
验活动”“互动阅读体验展”等多个板块。

在“全民阅读成果展”区，展示了我
省及各市州全民阅读工作成果与经验，
以展板、视频和互动体验方式呈现，包括
全民阅读成果图文展板区、21个市州全
民阅读成果展示区、AR阅读区、视障阅

读区、有声图书区、数字藏书区等。“川越
书香长廊”则围绕四川优秀读书文化传
统，以历史名人和新时代出版成就为线，
沿天府艺术公园湖畔设置图书集市区、
获奖图书展示区、历史名人展板展示区
和四川特色文化互动展示区，展示四川
厚重的全民阅读底蕴。

“互动阅读体验展”以“书香成都·翰
墨飘香三千年”为主题，设置“诗婢家”主
题体验区、文创集市、名家名作展示区、
古风互动阅读区、数字阅读体验区，组织
开展书法、绘画、制香、诵读等体验活动，
联合本土潮玩社群展示汉服和阅读文
化。“少年儿童绘本创意展”展示四届四
川省少年儿童绘本创意活动获奖学生的
优秀原创主题绘本，体现“以阅读促创
作”理念，现场组织创作者讲解、作品打
卡、“知绘计划”阅读文创抽奖等互动活
动。

“古籍保护展示及互动体验活动”展
示了四川近年来在古籍保护政策、项目
制建设、学术研究、宣传利用和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成果，修复师现场演示、讲解古
籍修复技艺，提供线装书制作、传拓和雕
版印刷体验。

4月26日，在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大会开幕式上，《四川省2022年全民
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
示，2022年，四川成年居民综合阅读水平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成年居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91本，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为3.67本。

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
阅读纸质图书20.56分钟

《四川省2022年全民阅读状况调查
报告》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开展城乡居民
阅读调查。本次调查从2022年12月开
始全面启动，同步开展问卷采集、问卷复
核、数据处理、数据加权和数据分析等工
作。本次调查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抽样
方法，通过四套问卷对四川省21个市
（州）的居民进行调查访问，最终回收有
效样本10081份。样本回收后，专业人
士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
对样本进行加权，可推及四川省全体居
民8368.1万人，数据经过加权后运用社
会学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报告分为九大板块。报告显示，四
川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居
民阅读总指数为68.27点，居民个人阅读
指数为72.88点，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为
64.01点，与个人阅读指数相比，公共阅
读服务指数的增幅高于个人阅读指数。

四川成年居民综合阅读水平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成年居民包括纸质书报刊

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媒介的综合阅读
率为82.4%，图书阅读率为52.7%。成年
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91本，人
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67本。

四川省成年居民逐渐具备良好的阅
读习惯。82.1%的成年居民认为，对于个
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阅读是重要的。
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花费在阅读纸质
图书上的时间为20.56分钟。

数字化阅读发展迅速
超七成成年居民手机阅读

报告显示，四川成年居民中的数字
化阅读发展尤为迅速。成年居民数字化
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8.3%。2022年四川省有78.6%的成年
居民通过手机阅读。

四川成年居民的阅读方式日趋多元
化。22.1%的成年居民倾向于“在手机上
阅读”，14.9%的居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

读”，17.3%的居民倾向于“听书”，6.6%
的居民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39.1%的成年居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
图书阅读”。

在未成年人阅读状况方面，调查显
示：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5.2%，人均图书阅读量为9.74本；75.0%
的0-8周岁儿童家庭有陪孩子读书的习
惯；有过亲子共读行为的0-8周岁儿童
家庭中，家长平均每天花费23.67分钟陪
孩子阅读。

此外，报告还显示，四川省全民阅读
活动的诉求较高。有72.1%的成年居民
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
节。成年居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知
晓率为72.9%，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参
与度为58.9%，对参与过全省全民阅读品
牌活动的满意度为79.2%。

此外，四川城乡居民对公共阅读服
务设施的使用满意度较高。城镇成年居
民对居住的街道有公共图书馆、社区阅
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房等至少一种公
共阅读服务设施的知晓率达44.2%，农
村成年居民对农家书屋知晓率为
22.6%。在使用过以上公共阅读服务设
施的城镇成年居民中，公共图书馆的使
用满意度最高，为73.9%。在使用过农
家书屋的成年农村居民中，有79.3%的
村民对农家书屋表示满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让优秀传统家风家教
涵养新时代每一个家庭

《中国有三苏三苏家风家教》首发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4月26日上午，作为首届“书香
天府·全民阅读”大会的配套系列活动
之一，由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图书馆
承办的“三苏家风家教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有三苏 三苏家风家教》新书发布
会”在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举行。

该书将三苏家风家教精神融入其
生平故事之中，引导中小学生认识、理
解、领悟三苏家风家教的内涵，并将其
融入学习生活中，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每册图书分家风、家教两大板块，每个
板块选取10-12个家风家教小故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三苏故事娓娓道
来，并讲述这些故事背后蕴含的家风家
教道理。全书契合中小学生认知水平，
是旨在发挥三苏文化育人作用，激励少
年读者培养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
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的家风家教主题读
本。

发布会上，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
陈仲文表示，该作品出版的目的是希望
在全社会进一步传承弘扬三苏家风家
教，推动三苏文化走进生活、走进社会，
让优秀的传统家风家教涵养新时代的
每一个家庭。

据四川教育出版社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已完成该书向欧美、东南亚的版权
输出，接下来将继续大力推动向世界传
播好三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

让社会处处充盈书香

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会开幕

四川2022年全民阅读调查报告出炉：

成年居民人均阅读4.91本纸质书

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会开幕式上，“四川书香之家”代表刘讯、饶苏等人
共同宣读全民阅读倡议。 图据川观新闻

读者打卡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
大会古籍保护展示及互动体验活动区。

●成年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91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67本。

●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花费在阅读
纸质图书上的时间为20.56分钟。

●78.6%的成年居民通过手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