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双：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你
不知道的大熊猫》作者

人
物
名
片

用阅读带活一座城，以文化涵养一座城。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在“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
标。近年来，成都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全民阅
读。完善阅读设施、广泛深入开展富有特色的全民阅读活动、积极打造“书香成都”系
列读书品牌……全市书香氛围日益浓郁，全民阅读良性生态逐渐形成。

建强阅读阵地，聚焦阅读推广，成
都市以“书香成都”品牌集群为引领，打
造系列IP，实现联合动态矩阵。

在互联网和网络新媒体崛起的当
下，我市充分发挥名人引导效应，整合
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新闻客户
端、手机报、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建
立“书香成都”新媒体平台与矩阵，同时
联动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夜读成都”栏
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书香成都”专
栏，形成立体化、全覆盖宣传态势，营造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化氛围。

成都市全民阅读工作官方移动客户
端新媒体平台“书香成都”微信公众号，作
为全市推广全民阅读的主要阵地，为公众
提供优质创作内容和策划系列趣味阅读
活动，深受市民喜爱，为宣传推广全民阅
读活动、推进书香成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书香成都”为市民便捷高效地
提供各项阅读的资源及时发布成都市实
体书店、图书馆和各类阅读阵地开展的全
民阅读活动信息，发布成都市和各区（市）
县全民阅读工作动态信息，展示成都市全
民阅读成果，同时在线上开展各项全民阅
读活动，丰富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自2022 年10 月29 日起，在成都市
新闻出版局、成都传媒集团指导下，成都
日报锦观新闻推出《夜读成都》音频栏
目，发稿近百期，取得良好的社会传播效
果，20 余篇全网播放量突破 40 万，让

“书香成都”品牌的影响力再度实现破
圈。为进一步营造和展示“书香成都”的
阅读氛围，《夜读成都》栏目在今年3月
23日起，以“读成都、观世界”为朗读主
题，联动全市知名书店、中小学、朗读协
会、朗读机构等，发起寻找“最美朗读者”
及“最美朗读新星”活动，并邀请曹文轩、
蒋蓝、周东、陈岳等文化名人，助阵线下
诵读活动，在各大书店落地开花。

天府文化源远流长，上下几千年的
文化浸润着成都人的生活，读书已成为
当今成都人重要的生活习惯。而如今，
成都市的全民阅读建设已然全面铺开，
一系列扎实举措为书香成都建设提供
了有力支撑，成都人在阅读中不断涵养
文明风尚，为成都各领域发展提供着源
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为“书香之都”凝聚
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摄影 李冬

品牌出圈 联合打造“书香成都”IP

贯穿全年的群众喜闻乐见、鲜活生
动、富有感染力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充分调动着全社会的阅读积极性。

以“书香成都”品牌为引领推进全
民阅读“七进”，成都市持续举办“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诗文诵读会、红
色经典诵读大赛等品牌活动。持续打
造“一区县一阅读品牌”，形成了“书香
航都·阅美双流”“书香龙泉‘驿’起阅
读”“文化天府 书润香城”“湔江讲坛”
等阅读品牌。成都每年开展各类阅读
活动11000余场次，为广大市民朋友献
上了一场场丰盛的“阅读大餐”。

首先，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为契
机，成都市每年依托公共图书馆、农家
（社区）书屋、实体书店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等阅读阵地，先后以“在春光中
阅读”“奋斗百年路”等为主题，开展各

类全民阅读活动。
其次，成都市从2020年开始举办成都

读书月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读
书月期间，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的
方式，依托公共图书馆、农家（社区）书屋、
城市阅读美空间、实体书店等阅读阵地，举
办“读书之美”摄影大赛、2019、2020、2021
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2020年第十八届全
国民间读书年会等阅读榜样评选活动、
2021、2022“成都最美书店”评选活动等阅
读活动，进一步倡导了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社会风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书香成都”品牌美誉度显著
提升。在这座书香盎然的城市，阅读活动
已然成为人们休闲时的一大选择。多元
的阅读活动不仅让市民有机会接触到更
多的文化资源，更让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分
享心得，增加了社交的维度。

全民参与 阅读推广活动持续更新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
明。”以建立机制、制定政策为抓手，系
列政策的相继出台，为全民阅读、书香
天府的建设指引着方向。

成都市为加强全民阅读保障，建
立了以 26 个市级部门（单位）为成员
单位的成都市全民阅读活动指导委员
会，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建设书香成都
发展实体书店三年行动计划》《成都市
实体书店扶持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促
进全民阅读加快书香成都建设实施方
案》《成都市农家（社区）书屋深化改
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工作方案》等政
策文件。

城市书香氛围离不开高质量书店
的建设。2020年，成都发布了《建设书
香成都发展实体书店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大力促进实体书店健康发展，
推动全市实体书店发展水平达到全国

一流，并提出到2025年，成都书店和城
市阅读空间将达到4000家。

2021 年，《促进全民阅读加快书香
成都建设实施方案》制定出台，提出以
打造“中国书香第一城”为目标，到
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
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阅读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氛围更
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

为进一步加强“书香成都”建设，完
善阅读服务体系，推动农家(社区)书屋
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成都
市农家(社区)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
务效能工作方案》在2022年正式发布，
提出要大力提升农家（社区）书屋管理
水平，完善出版物补充更新方式，探索

“百姓点单”模式，依托民宿酒店、景区
景点、产业园区拓展农家（社区）书屋延
伸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方向引领 深化全民阅读顶层设计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培养全
民阅读习惯，营造全民阅读氛围，离不
开图书馆、书店等阅读基础设施和公共
文化场所为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

2018 年，成都获全国首个“中国书
店之都”荣誉称号，文轩 BOOKS 九方
店、方所成都店在2021年首届全民阅读
大会上获“年度最美书店”称号。成都
全市知名书店与各类书店3648家。拥
有公共图书馆23家，全部达到国家一级
馆标准。拥有农家书屋2123家，社区书
屋1322家，打造示范书屋115个。建成
各类阅读空间600余个。

实体书店方面，在大型商圈、文创
园区、旅游景区等区域布局精品书店，
进一步提升了成都实体书店国际化程
度。文化名人影响力与城市文化深度
融合的阿来书房、日均读者过万的国内
外游客“网红打卡地”钟书阁都江堰店、
充满民国风情让游客流连忘返的安仁
书院等特色书店，更是丰富了成都实体
书店生态。财政大力扶持，每年拿出
7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实体书店开设新

店、创新经营、贷款贴息等，七年来，累
计扶持资金近5000万元。

公共图书馆方面，近年来，成都市
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改善办馆条件，加强业务建设，培
育人才队伍，推进全民阅读，加快新技
术应用，全市公共图书馆现代化水平和
服务效能有力提升。目前，全市共有23
个公共图书馆，在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全部被评为一
级馆。全市公共图书馆建筑总面积
24.52万平方米，总藏书量2581万册（含
电子图书），年文献外借量总量 506 万
册，阅览席位数13798个，2018—2021年
共 提 供 1789.9 万 次 数 字 资 源 浏 览 ，
1343.38万次数字资源下载。

另外，还有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
工书屋，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个性化供给模式，一站式服务，满
足群众多种文化需求。“24小时城市书
房”和“留灯书屋”，则成为传统阅读空
间的有效衍生和有益补充，极大促进了
公共文化“最后一公里”建设。

书香生态 城市阅读空间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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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杨升涛） 4 月 23 日，同心迎
大运·携手新征程——成都统一战
线喜迎大运会系列活动启动暨蜀
都书画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
议在成都大学举行，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玉泉，
市政协副主席吴凯出席。

活动中，全市统一战线 30 余
名艺术家代表集体创作完成“九天
开出一成都”百米长卷，以书画形
式表达对成都及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圆满顺利举办的美
好祝愿。

启动仪式后，蜀都书画院第一
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刘玉泉
代表中共成都市委和市委统战部
对蜀都书画院过去一年取得的成
绩表示热烈祝贺，向一直以来关心

支持书画院工作的各位艺术家表
示衷心感谢。他强调，新时代新征
程上，全市统一战线广大艺术家要
继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使命、积
极创新创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发
展天府文化、建设现代化成都贡献
更多统战艺术力量；在中共成都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蜀都书画院要充
分发挥平台载体作用，广泛团结凝
聚统战系统艺术界代表人士，齐心
协力、开拓创新、担当作为，为奋力
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
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民建成都市委会主委史红平、
农工党成都市委会主委甘华田、九
三学社成都市委会主委徐玖平、台
盟成都市支部主委潘裕萍参加启
动仪式。

昨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各
区（市）县广泛深入开展富有特色的全
民阅读活动，全市全民阅读良性生态
逐步形成，城市气质散发浓郁书香。

4 月 23 日，2023 年“书香龙泉
驿·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

“4·23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东安
书院举行。活动邀请名家分享了作
品。读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生
活方式和写给来参加大运会的世界
各地大学生运动员的一封书信。活
动现场，龙泉驿区“地方文献图书
馆”正式开馆。据悉，该馆是四川省
第一家地方文献图书馆。

与此同时，在金牛区，主题活
动邀请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
以金牛文化为题，讲述金牛历史文
化故事，分析金牛文化、文创发展
前景，围绕创新弘扬天府文化主题
面对面交流互动，为阅读爱好者深

度解读“文化金牛”。
在郫都区，《东周社》主讲人、

成都市全民阅读公益大使周东分
享了他的阅读经验和感受，并向市
民群众推介好书《领读·青山见我
应如是》。希望大家通过该书，能
有更多人加入深度阅读。

在都江堰市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现场，不仅有精彩的表
演，还特别设置了绿书签手工制
作、乐淘集市以书换书、“我眼里的
读书场景”摄影作品展等活动。

同日，由温江区天府街道主办
的“家校企社·在地光芒行”之“爱

‘尚’阅读”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
举行。活动中对获评书香家庭、班
级等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扬，并为
参与“我与留灯书屋”图书共享的
优秀单位颁发光芒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柯雨

成都统一战线喜迎大运会系列活动启动
暨蜀都书画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举行

近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发
布《2022 年成都市居民阅读状况
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2022 年成
都 市 成 年 居 民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95.8%，较四川省成年居民综合阅
读率高13.4个百分点。可见阅读
已然深入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是不
可或缺的存在。

本次针对全市居民开展抽样问
卷调查，共接触成年居民1.13万人，
未成年居民2.11万人，最终获得有
效样本30667份，其中包括成年居
民样本10418份、未成年居民样本
20249份。此次是近年来成都市调
查规模最大、受访市民最多的一次
全民阅读调查。

报告显示，2022 年成都市成
年居民综合阅读率为95.8%，较四
川省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高 13.4
个百分点。成都市成年居民人均
阅读量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2022年纸质阅读成年居民人
均全年阅读5.36本，较四川省平均
水平多0.44本；数字化阅读居民人
均全年阅读3.81本电子书，较四川
省平均水平多0.16本。

报告显示，纸质读物阅读率为
59.3%，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88.7%。成年居民每周使用手机阅
读6.76次，明显高于各类纸质读物
的阅读频次。总的来看，因数字化
阅读方式的便捷性，居民每周数字
化阅读的频次普遍高于纸质读物。

调查发现，成年居民阅读的主
要目的是满足兴趣爱好、提升知识
储备、放松娱乐消遣，最爱看文学
类、生活休闲类和新闻咨询类内容。

报告显示，2022年成都市有阅
读行为的成年居民对居住区域附近
的公共阅读服务场所的知晓率达到
71.3%、使用率为47.8%、使用满意率
达到91.8%。从各类公共阅读服务
场所来看，图书馆阅览室最广为人
知，其次是书店公共阅读区，而城镇
居民对这两类场所的知晓率高于农
村居民。农村居民对于农家书屋和
报刊栏的知晓率则高于城镇居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2022年成都市居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成都成年居民
综合阅读率达95.8%

成都各区（市）县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嘉）昨日，在世界读书日，《夜
读成都》栏目全新启航，将向全社会
爱好朗读的人们征集朗读音频。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夜读成都》栏目将
打造成为朗读爱好者的展示平台。

2022 年 10 月，《夜读成都》音
频栏目在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客户
端、锦观新闻微信公众号、喜马拉
雅频道“锦观·夜读成都”正式上
线，从美文佳作到城市人文，从字
字入目到声声入耳，《夜读成都》
将天府文化的独特音韵镌刻进时
代记忆，陪伴听众度过了数月的
夜晚时光。目前，《夜读成都》上
线近百起，点击量超1500万。

时代呼唤创新，阅读丰富生
活，夜读正成为现代都市人安顿身
心的优雅选择。《夜读成都》音频栏
目邀请来自成都市朗诵艺术家协
会、成都市语言艺术协会的朗诵艺
术家，和成都日报记者一起，在洋
洋盈耳的诵读声中，把成都文化的
独特音韵镌刻进时代记忆。《夜读
成都》栏目于每周一、三日晚，为读
者和听众带来沉浸式“听读”体验。

自推出以来，收听《夜读成都》
栏目已经是不少读者的一种生活方
式。栏目通过夜晚的朗读，陪伴人
们度过安静而美好的时光，给人们
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缓解压
力和疲劳，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夜读成都》征集朗读音频

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时。昨
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而科普图
书作为书籍中独特的品类，承载着科
学传播的重要功能，在提高大众科学
思维和科学素质方面产生着深远的
意义。科技部日前公布的《2022年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公示名单》评选出
100部（套）全国优秀作品。其中，《你
不知道的大熊猫》入选该名单。

大熊猫会冬眠吗？大熊猫为
什么“懒”？……带着这些问题，一
起对话本书作者金双，走进大熊猫
的“前世今生”，感受一本书的科普
之力。

Q1：创作《你不知道的大熊猫》
这样一本科普书籍的初衷是什么？

答：作为一名以大熊猫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为主的科普工作
者，我在过往 16 年的科普工作中
发现，大多数参观者对“国宝”大熊
猫其实并不了解，甚至存在误区。
正是这样的原因，这本揭开大熊猫

“秘密”的书籍就诞生了。
首先是消除公众对大熊猫的

错误认识，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
对大熊猫的认识有误。我想要通
过这本书普及大熊猫的科学知
识。其次，我还想通过这本书让公
众了解大熊猫的历史，以及面临的
威胁，最终是要让大家明白大熊猫
这个“国宝”是需要每个人去关心、
爱护的，保护了大熊猫，保护了它
们的栖息地，保护了生态环境，也

就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
Q2：作为一本科普类书籍，

《你不知道的大熊猫》有哪些特点？
答：大熊猫会冬眠吗？大熊猫

为什么“懒”？熊猫便便是香的？
大熊猫怎么“对话”？……这本书
面向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所以在
形式上采取了问题引导的方式，每
个章节开始，都会先提出几个很有
意思的问题，吸引读者去阅读，同
时将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提炼成小
百科栏目进行专栏介绍，每个章节
还会穿插有趣的小故事，把文字尽
量说得直白有趣，让他们不仅能看
得懂，还能有兴趣。

比如在第一章“大熊猫的老祖
宗”中，大熊猫演化史中的几种熊
猫分别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介绍
它们，进一步拉近读者与大熊猫的
距离。

Q3：您认为优秀的科普书籍
应该具有哪些方面的特性？

答：科普作品本身就承担着对
公众进行科学普及，提升公民科学
素质的内在职责，所以我认为一部
优秀的科普作品首先包含的科普内
容一定要正确，否则就会误导公众，
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其
次，优秀的科普作品要丰富有趣，能
吸引人看下去，如果科普作品因为
内容、形式枯燥，导致读者看不进
去，那这部作品的创作将毫无意
义。再次，我认为一部优秀的科普
作品一定要有广泛的传播性，作品
可以线下传播，也可以线上传播，不
仅要在国内传播，还可以走出国门
将科学知识传播到全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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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如何打通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独家专访《你不知道的大熊猫》作者金双

关注世界读书日

市民在三环路熊猫绿道上读书

学生在图书馆里边读边轻声交流

地铁车厢内，市民趁闲暇之余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