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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在第 28 个“世界读
书日”到来之际，“读成都，观世
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
读新星”活动在天府人文艺术图
书馆举行颁奖典礼。

书香飘满锦官城。为积极营
造全民阅读氛围，助力“书香成
都”建设，3月23日，由成都市新闻
出版局、成都传媒集团指导，成都
日报社主办，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读成都，观
世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
朗读新星”系列活动正式开启。
活动联合成都市朗诵艺术家协
会、成都市语言艺术协会、成都阅
读协会、知名书店、中小学、朗读
机构等社会各界，一起寻找“最美
朗读者”（针对成人读者）及“最美
朗读新星”（针对青少年读者）。

经过半个多月面向全社会广泛
征集作品，活动共收到了来自成都
15个区（市）县及德阳市、阿坝州等
地的千余件参赛作品，众多朗读
爱好者踊跃参与，在全社会掀起朗
读热潮。4月13日，“读成都，观世

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
新星”活动评审工作全面启动，为保
证活动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公平性，
特邀知名朗诵艺术家贾建立、董凡、
无言等 11 人组成评审团。经过数
天评选，评审团以客观、公正、公平
为原则，评选出了 10 位“最美朗读
者”（成年组）、10 位“最美朗读新
星”（青少年组）。

颁奖典礼将于今天下午2点半
正式举行，来自成都市朗诵艺术家
协会、成都市语言艺术协会的艺术
家们以及各大书店的主理人将来到
现场，为获奖者颁奖。值得期待的
是，颁奖典礼还特别邀请了巴蜀著
名文化学者袁庭栋和四川省作协副
主席、著名文化学者蒋蓝来到现场，
为大家做有趣、生动、深刻地分享。

“我们对于阅读的需求，应该像
对空气、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阅读
每时每刻都不可或缺。”蒋蓝表示，

“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应该在阅读之
后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那些在纸上所
读到的东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图书馆内，读者安静地坐在自习区
阅读、学习；干净的街道上车辆川流不
息……21日，记者分别前往我市的部
分图书馆和交通要道进行了探访，发现
这些地方环境整洁、秩序良好，市民举
止文明，整座城市的氛围和谐又美好。

点位：成华区图书馆

环境整洁干净 市民文明学习

昨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记者
来到成华区图书馆进行探访。此刻，

图书馆正陆陆续续有读者往里走，每
个人都能保证轻声行走，没有打扰到
别人读书、学习。

图书馆的二层是图书借阅室，
里边还设有阅读、自习区。记者观
察到，现场环境十分整洁干净，书架
上的图书也摆放得很是整齐，现场
的学习氛围浓厚。再往前走，记者
观察到，市民们都能够遵守图书馆
的秩序，现场正在阅读和自习的市
民虽然较多，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做到安静学习，没有打扰到他人。
同时，记者在上午探访中，没有发现
垃圾被随意丢弃在桌面或地上的不
文明行为。

点位：东大路

道路整洁 文明养犬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东大路，作为
市中心的交通干道，这里的车辆川流
不息，来往行人络绎不绝。人行道整
洁宽阔，十分干净，地面没有乱扔的垃
圾，行人都自觉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内。

记者看到，路边有不少遛狗的市
民，他们都给自家宠物拴好了牵引。
如果有宠物随地排便，主人们也会拿
出随身携带的拾便袋，及时进行清
理，不影响道路环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文/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实习记者 王茹懿） 21日，记者获
悉，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馆协
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二十届（2022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
介活动公布了入围终评的展览名单。其

中，成都博物馆的“百年无极——意大利
国家现当代美术馆藏艺术大师真迹展”
和四川博物院的“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分别入选“入境
展”和“境内展”两类展览精品。

据了解，第二十届（2022年度）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初评
工作于3月30日至4月10日进行，根据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办
法（2023 年修订）》，经推介活动办公室
汇总统计并报国家文物局核准，27项境
内展览和6项出入境展览入围终评。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雅婷） 4 月 21 日上午，2023 年
四川省图书馆“书香天府·全民阅读”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川省图书馆

举行。在仪式上，四川省图书馆发布
《2022年阅读报告》。报告显示，2022
年，四川省图书馆总接待读者974651
人次，日均接待读者 3500 人次。全

年新增注册读者71533人，截至2022
年底，四川省图书馆已有注册读者
412930人，同比增长20.95%。

报告显示，沈石溪、伍美珍、文
心、天蚕土豆、杨红樱等人入选最热
门检索作者前十。三体、心理学、红
楼梦、东野圭吾、白夜行等入选最热
门的检索词汇。

筑梦未来 工行同行
——工商银行助力成都大运会倒计时100天

专业服务保驾护航
让世界尽感“成都温度”

自正式加盟“大运合伙人”以来，工
商银行集团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坚持全
行一盘棋有条不紊系统推进大运会金
融服务保障工作。总省市行三级联动
第一时间成立大运会金融服务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总行行领导牵头组织专题
召开大运会金融服务工作调度会，积极
统筹协调行内外各类资源，多次派出具
有大型赛事金融服务经验的专家来蓉
进行专题帮扶指导。按照总行整体工
作部署，四川分行坚持挂图作战，以大
运会工作时间轴为主牵引，切实发挥工
行人独有的专业、严谨和细致的执业态
度，周密安排制定大运会金融服务工作
计划和行动方案，以大运关键节点倒排
工作时间表，精准组织抽调各类精英骨
干人才参战大运会赛事金融服务各项
准备工作。在成都市委市政府、成都大
运会执委会、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及四川
银保监局的关心下，在工商银行总行和
四川省分行的指导下，成都分行始终坚
持“大运有我·融情至臻”的精品服务理
念，积极履行责任，从支付赞助、金融服
务、助力实体经济、惠民营城等方面全
方位、多角度赋能大运盛会。

今年3月，在成都大运会代表团团
长春季会议举行期间，工商银行就精心
组建起一支超 40 人的服务保障团队，
主动将流动银行车、存取款一体机及货
币兑换机布置于主会场及大运村欢迎
中心，并在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各点位派
驻专业人员，为前来参会的境内外嘉宾
们提供外汇现钞兑换、人民币小钞兑

换、外卡刷卡消费、取现以及移动支付
等便捷金融服务。

4月，针对赛事期间支付场景的保
障工作，工商银行专门召集成都地区18
家重点支行负责人围绕大运会赛事重
点区域支付场景建设进行研究部署，将
商户外卡和数字人民币支付保障作为
重点工作展开推进。此外，在做好现金
零钞需求统计工作之时，充分发挥工商
银行聚合支付、境内外银行卡等收单产
品的优势，打造全渠道受理的大运会支
付场景，进一步完善推进全面的支付方
式，为用户提供丰富应用和贴心服务。

大运专属借记卡助力冲刺
助推大运热度持续升温

赛事期间，工商银行与大运会执委
会联袂，独家推出大运会联名借记卡(青
春版、低碳版、尊享版)，客户可通过工商
银行成都分行各营业网点、“中国工商银
行客户服务”公众号、中国工商银行手机
银行APP和大运通APP进行申办。据了
解，大运卡自面市以来，已累计发行超过
56万张，深受大众喜爱。为深度优化客
户体验，工商银行创新打造“惠游四川·
尊享大运”权益平台，成都大运会联名借
记卡尊享版持卡人可享国内各热门景区
景点门票的购票优惠。

一场世界级盛会必将吸引全球注
意力大聚焦，一张小小大运卡背后是工
商银行创新推广、助力冲刺大运会的智
慧体现。工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卡面设计是本次联名借记卡的一大亮
点特色，青春版卡面设计理念以‘以梦
为马、悦燃青春’为灵感来源，突出大运

的青春气息和成都的城市特色；尊享版
卡面以吉祥物蓉宝为设计主元素,其手
持火炬向前奔跑寓意着青年大学生们
活力十足、积极向上；低碳版以‘以赛为
桥、传递绿色’为设计思路，为迎接从世
界各国来蓉参赛的运动员们专门设计
的绿色低碳理念版本既体现世界共同
关注的环保理念，同时展示成都向世界
发出邀约的热情精神。”

卓越服务彰显国企担当
实力尽展中国大行风采

为持续营造大运会全民参与、全民
共享热烈氛围，工商银行在成都专题打
造26个大运主题网点，同时将全城270
余个工行网点统一焕新了大运主题氛
围场景；前期已开展了200余场“大运+
体育”“大运+社区”“大运+高校”“大
运+数币”等大运主题惠民活动；100名
大运金融推广大使、200名大运金融翻
译官蓄势待发……

接下来，工商银行将扮演好数字银
行“开路先锋”的榜样角色，在赛事期间
各大支付应用场景中不断完善支付便
利、服务优质、安全高效的支付体验和
服务环境，立足金融全球化专业优势，
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担当，大力推动成
都建设数字人民币应用标杆城市的美
好进程，以卓越服务向全世界展示中国
大行的无尽风采！

乘梦而来，共襄大运。让“近者悦，
远者来”，工商银行正集全行之力为大运
会筹备氛围注入青春之动力，切实让各
位来宾携活力运动之爱，品盛世蜀都之
味，享九天锦城之乐，赏人间蓉城之美！

工迎大运天府行，悦动青春向未来。4月19

日，“成都成就梦想”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东安湖体育公园火炬

塔广场举办，工商银行以成都大运会唯一银行类官

方合作伙伴身份正式入驻专属展位，以独家发行的

成都大运会联名借记卡、开运金钥匙以及吉运银

章、胸章等集工行及成都大运会特色为一体的大运

产品为载体，直观展示多元的工行形象及大运会绿

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办会理念。

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昨日于东郊记忆开幕

首次设立“巍巍华夏”展区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终评名单公布

成博、川博特展入围

“读成都，观世界——寻找最美朗读者、最美朗读新星”活动颁奖典礼今日举行

20人获奖名单发布
知名学者分享阅读心得

读者安静阅读 单车规范停放

四川省图书馆2022年阅读报告出炉

三体、心理学、红楼梦成检索热词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上海图书
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阅文集
团共同发布《Z 世代数字阅读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Z
世代（泛指“95后”）已成数字阅读主
力军，IP已成数字阅读重要资产。

《报告》显示，仅阅文集团过去一
年新增用户Z世代占比66%，阅读时
间累计超 20 亿小时，累计评论超
3000万，阅文集团旗下QQ阅读APP
用户年平均在读11.7本书。

Z世代成数字阅读主力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
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接触数字阅读的成年人比例从
2008 年的 24.5%大幅增长至 2021 年
的 79.6%；2021 年，成年国民人均纸
质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
读量为3.3本，数字阅读正在逐步撑
起全民阅读的“半边天”。

从时间上看，2022年，Z世代阅读
时长累计超过20亿小时，最爱的阅读
时间是中午12点和晚上10点；从地域
上看，长沙、重庆、北京、成都、广州跻
身Z世代最爱读书城市。

Z世代更关注自我成长

《报告》显示，相比于其他年龄群
体，Z世代更关注自我成长和心理健

康，心理学主题书籍成为年轻人最爱
的TOP3类型。数据显示，2022年阅
文心理学出版书籍新增读者中 58%
为Z世代。

中国传媒大学专任研究员李安
表示：“如何进一步做到以文学（小
说）传播为原点，以故事（IP）开发
为手段，培养年轻人阅读习惯，从
单一的类型小说平台到综合性数
字图书馆，让 Z 世代年轻人的数字
阅读从满足娱乐与社交，到养成求
知、审美乃至锻造人格的习惯，并
藉此与经典文本、线下图书馆结下
不解之缘，是数字阅读平台的终极
使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21日，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在成都传
媒集团旗下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记
忆长廊1F开幕，这是一场跨越130年的时空
对话，从自然之美到人文科技，从细微之物到
浩瀚宇宙，170幅精彩的摄影作品将引领观众
感受镜头背后的故事与瞬间。此次大展将持
续至2023年10月21日，涵盖劳动节、国庆节
等重要节假日，欢迎市民前来观展。

本次“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大展”来到
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记忆长
廊 1F，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
由七大主题板块升级为八大主题板块：
探索发现、大地之美、奥妙生命、勇闯未
知、全新视界、环保之声、《国家地理》的
摄影记者们以及特别策划的关于中国的
板块——巍巍华夏——发现960万平方
公里土地之壮阔山河，体验中华泱泱大
国之千年文明。首次设立的巍巍华夏展
区“见证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这是第
一次在展览中设立“巍巍华夏”主题展
区，跟随《国家地理》国际摄影大师们的
脚步，观众得以足不出户，饱览华夏之

美。跟随《国家地理》国际摄影大师们的
脚步，观众在“巍巍华夏”展区领略辉煌
宫殿、独特地貌、经典民俗，以及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最佳世界遗产”
的名胜古迹等作品，以卓越的纪实摄影
记录绝美中国，一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
璀璨文明。这次展览还带来一幅用360
度完整场景范围拍摄的照片，为大家提
供“沉浸式”观展体验，展现超震撼的视
觉体验。

2023 年升级版中仍保留了部分国
家地理经典作品，它们大都是通过摄影
师深入严寒酷暑之地，周游人文历史之
所拍摄的。他们总是拥有比常人更细致

的观察，过人的耐心，记录下难得一见的
生命百态，最后再以极具震撼力的视角
把他们眼中的世界展现出来。

站立展览现场作品前，去探索城市
风景的光影变化，山河湖海的细节沟壑，
甚至镜头下的皮肤纤维，仿佛个人已置
身于真实的场景中，一览城市及自然的
全貌。在这一刻，观展者忘记了闹市的
喧嚣，沉浸在摄影师的世界里。展览现
场，全景作品也让在场的观众跳脱以往
纸质观看的视觉局限和角度障碍，能够
从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角度，零距离享受
视觉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图据主办方

最美朗读新星
《温暖从何而来》 黄诗可
《满江红》 张皓然
《做一个最好的你》 张祉元
《春》 张午阳
《公园水城恋曲》 陈禹哲
《成都的雨》 赵晗初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刘乐筝
《夜成都》 曾晨璟
《四川是个好地方》 徐萌悦
《温州的踪迹》节选 吴亦欢

最美朗读者
《成都的雪》 吴 瑶
《清淡蔬菜有绝活》 赵璐琪
《草木的理想国》 杨 元
《花开成都》 段 英
《花开成都》 侯雨心
《闹市之中的文殊院》 陈 智
《流沙河故乡，梦的藤蔓》 杨藜瑶
《夜读龙泉驿》 刘昊宇
《金堂之山》 陈 漫
《蒙顶山茶使者》 蒋 丹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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