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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图书馆暨全省公共图书馆2023年阅读报告》发布

去年全省超3334万人次走进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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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者 33342787 人 次 ，同 比 增 加
24.32%；举办读者活动共计27033场次，同
比增长20.92%……4月22日，《四川省图书
馆暨全省公共图书馆2023年阅读报告》在

“书香天府·全民阅读”活动现场发布，同时
“‘跟着古籍游四川’主题系列活动暨古籍
海报日历专栏‘一帧蜀籍’”“高校学子返乡
志愿服务公共图书馆”等活动正式启动。

公共图书馆实现县域全覆盖

报告显示，2023年四川省图书馆文
献总藏量602.6万册（件），新增13.6万册；
电子期刊6.66万种，电子图书257.25万
册、音视频资源227.4万小时，累计免费开
放数字资源数据库195个。全年接待读
者141.4万人次，纸质文献外借62.3万册
次，数字资源平台访问量292.07万人次。

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209家公
共图书馆，其中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06
个、少儿馆3个，实现公共图书馆县域全
覆盖；纸质文献总藏量达6140.6万册，新
增124.5万册次；电子图书6414.1万册，
数字资源总量1.59万TB，数字资源库共
计1621个。全年接待读者3334.3万人
次，注册借阅读者总数达651.7万人；文
献外借2341.2万册次，数字资源访问量
超6823万人次。

“数据在上升，说明我们让更多读者
实现了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目的。
尤其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和满足
群众文化阅读方面，我们通过专题讲座、
古籍体验、新书推荐等活动，吸引更多想
读书、想求知的人参与其中。”四川省图
书馆党委书记、馆长王龙说。

繁花、余华等上榜川图热搜

四川省图书馆的阅读数据，也折射
了川人书香阅读独有的松弛感。年度图
书借阅排行榜，梁晓声《人世间》、罗银胜
的《杨绛传：追思纪念版》、陈磊半小时漫
画团队的《半小时漫画唐诗》、英国作家
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蔡崇达的《皮
囊》位居前五。《少年神炮兵》《植物大战
僵尸2人类未解之谜》《少年潜艇兵》《山
东寻宝记》《少年火箭兵》位列少儿借阅
热门榜前五。杨红樱、唐家三少、笑江南
为热门检索作者前三。

四川省图书馆的检索热词也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电视剧《繁花》走红后，带
动不少读者来馆借阅查询，“繁花”也成
为检索热词。此外，凭“《活着》活着的”

余华在省图书馆同样热度不减。在检索
热词中，余华、《活着》被读者频频搜索。
《平凡的世界》《我与地铁》《红楼梦》等文
学经典，《三体》等科幻小说，也成为四川
省图书馆读者最爱搜索的热词。

此外，四川省图书馆还以外借数据
为基础，评选出2023年10名年度优秀读
者，宋先生是获奖者之一。“读书不是为
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
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
我每年基本上都有近百本以上的阅读
量，以后也会继续保持这个习惯。”他说。

活动现场还宣布西部十二省市区公
共图书馆共同推出“阅·见西部”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并举行活动交接仪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刘叶
综合川观新闻

四川每万人口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4月
22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记者从四
川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3年，四川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78件，提前完
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发布会上的一组数据可以一窥四
川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3年，
全省新增发明专利授权3.33万件、同
比增长30.96%；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3.99万件、同比增长28.74%；每万人
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78
件、同比增长33.99%，提前完成“十四
五”规划目标。

记者了解到，每万人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是一个最重要的质量性指
标。“十三五”末，四川每万人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为2.94件，“十四五”规
划目标是5.67件。2021-2023年，四
川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
均增长32.12%，比全国23.26%的年均
增速高出近9个百分点。2023年，四川
已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5.67
件发展目标。

其他知识产权方面，2023年，四川
新增注册商标16.32万件，有效注册商
标量累计162.61万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累计296个，保持全国第1。新增
作品著作权登记29.64万件、同比增长
24.10%。

今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主题是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
展”。四川如何促进知识产权高效转
化运用？记者了解到，四川积极探索
构建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全省专利商
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96.11亿元、同比
增长14.29%；专利商标质押登记项目
1020笔、同比增长42.86%。其中，普
惠性贷款惠及企业754家、同比增长
37.59%。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四
川发行了西部地区首单知识产权ABS
产品，帮助10家企业融资1.03亿元。

我国是专利大国，但大量专利在
“沉睡”，尤其是高校，这是值得深挖的
科技成果富矿。截至目前，四川省高
校院所6.36万件存量专利已完成盘点
5.43万件，盘点进度完成率超85%，全
省有71家高校完成盘点，占全省95家
开展盘点高校的75%左右。

华西都市报讯（李兰可 李斯雅 记
者 陈远扬）4月21日，随着E匝道最后
一联混凝土顺利浇筑，由四川路桥交
建集团承建的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
（以下简称泸石高速）安顺互通桥面铺
装全部完成。这是泸石高速全线首个
完成全部铺装工作的桥梁，为实现泸
石高速石棉段2024年通车打下了坚实
基础。

安顺互通为落地式互通，位于雅安
市石棉县安靖社区，邻近安顺场镇，是
通往安顺红色旅游景区重要路线之一，
共设置5个匝道，全长约1980米，主线
磨房沟特大桥1座，涵洞3座，主线设计
时速80公里，匝道设计时速40公里。

泸石高速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2014-2030年）》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条与红军长征之路路径高度

吻合的“红色之路”，也是衔接雅西、雅
康高速两条川西交通大动脉的联络通
道，全长约96.51公里，总投资约174亿
元。项目建成后，泸定至石棉的车程
将由2.5小时缩短至约1小时，进一步
完善四川省高速公路网，优化该区域
公路网，并与铁路、航空及水运构成综
合运输网络，有利于海螺沟等旅游景
区发展，形成环贡嘎山旅游环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庆）4月22
日，随着最后一块桥面板精准吊装到
位，泸州榕山长江大桥顺利合龙。作
为国家《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规划》《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
（2020-2035年）》的重要节点工程，该
桥是长江干线泸州段的20座过江通道
和泸州49座渡改桥之一。

榕山长江大桥连接泸州市合江县
白米镇与临港街道，项目总投资6.9亿
元，于2021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桥梁
总长1505米，桥宽24.5米，主桥长1055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

自榕山长江大桥项目开工以来，
各参建单位克服多重挑战，成功攻克
了全国首个类喀斯特地貌河床复杂地
质条件下埋置承台围堰施工难题，填
补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施工空白。大
桥合龙后，将进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
施工，预计8月完工并具备通车条件。

大桥建成通车后，两地之间公路
通车时间将缩短至2分钟，惠及两岸
30余万群众。同时，该桥的建成将进

一步拓展和优化合江县城市空间发
展，有效促进泸州交通内畅外联一体
化，推动泸州“东翼”乘势突破和泸永
江融合发展示范区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助力泸州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

“十三五”以来，泸州在全省率先

开展渡改桥试点示范工程，计划总投
资64.53亿元建设49座渡改桥，撤销江
河渡口154个，彻底消除渡运安全隐
患。截至目前，泸州已建成投用渡改
桥39座，正在建设3座、加快前期7座，
已撤销（停运）渡口140个，惠及群众
200余万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4月22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获悉，
当天成都新增一座高铁站——成自宜
高铁三岔湖站正式启用。

此次启用的三岔湖站位于成都市
东部新区高明镇农丰村，为成自宜高
铁中间站，属于线侧下式站房，建筑规
模8000平方米，候车厅面积3700平方

米，最大可同时容纳1000人候车。
车站整体设计以“太阳神鸟”为文

化内核，建筑造型如飞鸟展翅，与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遥相呼应，整体方案以
未来科技为设计意蕴，流线型立面设
计，极具科技感、速度感、未来感，让地
域文化与新时代站房完美融合，充分
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千年底韵和中国作

为交通大国的雄厚实力。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

4月26日至10月28日在成都举办，主
会场距三岔湖站仅6公里。

三岔湖站启用初期，铁路部门每日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三对，其中至成都方
向旅客列车三列、泸州方向两列、自贡方
向一列，将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泸州榕山长江大桥合龙
预计8月具备通车条件

成自宜高铁三岔湖站启用

泸石高速首座互通桥面铺装完成

4月22日，泸州榕山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张青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