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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6日，在中国
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指导下，北京开卷发布了“2023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纵观报告，市场码洋同比增长率
由负转正，同比上升 4.72%，恢复增长态势；零售市场实洋同比
下降；短视频电商超过垂直及其他电商，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
渠道；13 个二级细分类码洋规模实现正向增长，少儿类码洋比
重降幅最大；短视频电商渠道对头部产品的影响日益增强，但
销售生命周期最短。

渠道演变和发展是近些年一直讨论的话题，从早些年的实
体店作为主战场发展到网店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网店渠道从早
期以货架电商为主，发展到现在以短视频电商为流量高地。
2023年短视频电商依然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70.1%，成
为带动整体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实体店渠道依然呈现
负增长，同比下降了 18.24%，平台电商和垂直及其他电商分别
下降了3.68%和10.08%。

从渠道码洋构成看，平台电商依然是规模最大的渠道，码
洋比重为 41.46%，其次是短视频电商，码洋比重为 26.67%，超
过垂直及其他电商（2023 年码洋比重为 19.93%），成为第二大
销售渠道，实体店渠道码洋比重为 11.93%。和 2022 年相比，除
短视频电商码洋比重增加外，其他渠道码洋比重均有不同幅
度下降。

短视频电商渠道对头部产品的影响日益增强，销量前 1%
的品种能为市场贡献近 60%的码洋，销量前 5%的品种能为零
售市场贡献 80%以上的码洋。值得关注的是，其销售生命周
期也最短。从新书的销售生命周期来看，新书在短视频电商
渠道的销售时间更短，在短视频渠道销售的新书中，只销售 1
个月的图书品种占比达到 16.4%，首次动销 6 个月之后就不再
动销的品种占比超过 60%，而其他渠道新书销售的生命周期
更加连续和持久。

全民阅读增底蕴，袅袅书香沁人心。
近日，随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
签约作家、成都地方志学会特约专家杨不
易将精彩主题分享的结束，由中共成都市
委宣传部主办、成都传媒集团承办的书香
成都农民读书月活动在龙泉驿区山泉镇圆
满落幕。

据悉，本次农民读书月活动是以成都
各区（市）县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服务场所
为主要阵地，开展经典好书推荐会、主题阅
读互动课堂、非遗文化展及天府图书集市
等形式多样、农民喜爱的阅读活动，从而引
导农民群众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形成浓厚的乡村阅读氛围。

活动从 2023 年 12 月中旬持续开展至
2024 年 1 月初，数十位专家学者、名家大咖
携经典好书、阅读故事深入龙泉驿、双流、

蒲江等地，将书香文化传递到天府乡村的
各个角落，以文化振兴赋能天府“乡村振
兴”，为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从“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

202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蒲江县明月
村文化中心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巴金文学院
签约作家吕峥妙语连珠，解读着历史文学
读物内的趣闻轶事，近百位村民台下端
坐，神情专注⋯⋯这是书香成都农民读书
月活动经典好书推荐会上的经典一幕。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半个月时间，六
场经典好书推荐会、八堂主题阅读互动课
堂、数千位城乡居民参与⋯⋯一项读书活

动的举办，带来的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农民朋友从“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农
家书屋的“小阵地”展现出“大魅力”，“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阅读氛围越发
浓厚。

为农民打造更优质的阅读阵地

汇聚社会人文、农业科技、文学经典等
类别数百本优秀图书的天府文化图书集市
也成为乡村阅读达人冬季打卡新去处，《闲
不下来的成都》《上甘岭战役》《牛虻》《成都
最美古诗词 100 首》⋯⋯琳琅满目的图书
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翻看。

“我的小孙子喜欢看三国故事，想给他
买一本回去。”村民陈女士在展位前驻足，
拿起一本图书爱不释手。

集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参展
的书籍都是最新版本，少儿读物种类丰
富，包括科普类、名著类、漫画类等，能
让农村孩子享受到读书的乐趣，拓宽知
识面。

“乡村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
分，巨大的阅读需求存在于广阔乡村。”青
白江区城厢镇我的院子主理人表示：“时代
在进步，农村群众对阅读的需求也有了新
变化，本次农民读书月活动不仅包括传统
共读活动，还纳入了互动课堂、图书集市等
新形式，更加符合新时代农民阅读、分享的
基本需求。”

据了解，成都将以此次农民读书月活
动为契机，认真筹划农家书屋提档升级实
施方案，为农民打造更优质的阅读阵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在“动物世界”中
感受中国历史文化

“这次展出跨越时间长、种类丰富、纹
饰多样，更是涵盖了汉代到当代的文物精
品，汇集了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
镶嵌、花丝镶嵌等多种工艺，充分彰显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超技艺与美学成就。”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动静之间的雏鸡破壳而出、水中鱼儿
在欢快游玩、天空中鸟儿自由飞翔⋯⋯走
进展览，“生命伙伴”“飞禽走兽”“瑞兽赐
福”“休戚与共”四个部分聚焦于家畜家禽、

野兽、神兽等不同主题，人们熟悉的动物以
各种形态呈现在眼前。

据介绍，此次展览与以往厚重的文物
展览相比，不同的亮点在于从文物中的动
物形象出发，梳理了动物在古代中国被驯
化与饲养的演进历程，探索动物在传统文
化中的丰富内涵与美好寓意，用深入浅出
的形式呈现了在文化意义上生趣盎然的动
物世界，让青少年身临其境感受中国历史
文化的深邃。

龙年来临之际，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
图腾之一，“龙”这一神兽也在展览中亮
相。在“瑞兽赐福”单元中，展板上详细介
绍了龙的起源与样貌考究：展柜中，还能

找到不少“龙年专属”文物和工艺品，包括
彩织云龙扇袋、绒鸟“九龙壁”等。表现
出龙的形象虽然虚无缥缈，但始终抽象
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们观念
中，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心灵构象，甚至脱
胎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融入了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

文物与自然类博物馆
“跨界合作”

在此次展览中，通过文物展品，不仅
可以了解到家畜驯化、饲养对历史带来的
推动，理解人类与动物相伴而生的意义所

在，同时深刻感受到动物自然与人类文明
相生相融的生命旋律。聚焦社会人类与
自然动物之间的紧密联系，此次展览是一
次文物与自然类博物馆“跨界合作”的有
益尝试。

“从去年自然馆开馆试运行以来，我们
就一直在酝酿一个临展，想了很多方向，有
动物的、植物的、矿物的。最终我们选择了

‘文物中的动物’这一主题，它其实是与馆
内的常设展有呼应的。”成都自然博物馆副
馆长周磊表示，“比如观众可以将文物形态
的动物与‘缤纷生命厅’里标本形态的动物
进行对比，在‘矿产资源厅’中，也能找到临
展工艺品的原料。”在展览中，各种用宝玉
石制造而成的展品惟妙惟肖，比如构思巧
妙、精彩传神的“玛瑙雏鸡”，由玛瑙俏色巧
雕“生命之初”，巧用玉料中的肉红色被白
色包裹的特点，以简练的手法刻画了雏鸡
破壳而出的瞬间、呼之欲出的生命力。

“非常期待广大市民看了我们这次的
临展之后，可以给予我们这个新组成的策
展团队中肯客观的评价，希望今后能为大
家带来更精彩的展览。”周磊表示。据悉，
新春期间，配合本次展览，成都自然博物馆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还将推出丰富的社
教活动，营造浓厚的佳节氛围，打造特色有
趣的打卡点位，给市民百姓送出一份多姿
多彩的“文化大礼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受访单位供图

日前，第二届成都国际摄影周圆满落
下帷幕。本届摄影周以“成都：时代影像·
万千气象”为主题，名家名作荟萃，专业性、
艺术性、创新性兼具，在纷繁影像中展现出
成都的万千气象。

专业性强
一站式尽览高质量摄影作品

一流的场馆、一流的艺术家、一流的作
品、一流的呈现，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
席、本届摄影周艺术总监钟维兴曾用“四个
一流”来概括本届摄影周。诚如钟维兴所
言，本届摄影周在参展作品、作品呈现、配
套活动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眼前是荒凉的废墟，远方是浩瀚的大
海，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出现在廖永勤的
摄影作品《复读的现实》中。摄影爱好者李
天祥背着相机，站在作品前凝望着，似乎想
穿过画面，与作者进行一场深度交流。曾
获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摄影师
大奖的《复读的现实》，在成都市美术馆“无
界·无限”展览中，与观众见面。与它一起
参展的还有中国摄影金像奖、金熊猫摄影
艺术奖、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最佳摄影师
大奖等中国六大摄影奖项近两年的获奖作
品。一站式尽览高质量摄影作品，本届摄
影周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感知影像艺术多元
性、延展性、包容性的平台。

如此专业的摄影艺术展，人气如何？
开展期间，记者多次探访成都市美术馆、成
都当代影像馆，每次都会看到人头攒动的
热闹景象。市民廖莉与记者谈论起国内外
摄影大师时如数家珍，她告诉记者，来到摄
影周就是冲着国内外摄影大师的作品，“我
特别想看到富有开创性的作品。”廖莉说，

“这种创新不仅是指构图方式、光影运用和
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艺术思想。”

在地性强
用镜头定格成都记忆

反映成都摄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是本
届摄影周的目的之一。第七届“影像成都”
摄影艺术展是本届摄影周平行展之一，同

时也是成都一张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名片，
展览既汇聚了成都摄影界高水平的名家名
作，又有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展出作品多围
绕成都大运会、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城市发展的大事要事
进行创作，表现手法具有探索性和创新
性。“展出作品中，反映新时代以来城市发
展的作品占主流。另外，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成德眉资都市圈的相关作品占比增
加了不少，充分展现了成都的城市发展与
人民的幸福生活。”展览策展人、成都市摄
影艺术家协会主席曹铁告诉记者，本届“影
像成都”摄影艺术展还首次面向全国公开
征稿，作品来源更广、质量更高。

本土优秀摄影艺术家层出不穷，是成都
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本届摄影
周中，成都摄影家也有亮眼表现。在摄影周
平行展“时光滤镜”——阎雷、陈锦、嘉楠摄
影联展中，展出了成都市摄影艺术家协会副
主席嘉楠拍摄的30幅“城市肖像”，以不同时

间维度展现了成都日新月异的变化。
“用镜头定格成都的幸福美好，展现成

都的万千气象是我们本土摄影家的责任，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这么做下去，为城市发
展定格更多有意义的瞬间。”曹铁说。

影响力强
以品牌化推进高质量文艺创作

2022 年，首届成都国际摄影周成功举
办，打响了成都摄影艺术的名号。随着第
二届成都国际摄影周的圆满落幕，摄影周
品牌正在加速形成，并散发出夺目光彩。

本届摄影周国际范十足，国际摄影大
师经典作品荟萃。比如，来自法国的世界级
摄影家阿兰·弗莱舍带着“全域冒险——阿
兰·弗莱舍作品展”与观众见面。值得一提
的是，阿兰·弗莱舍还亲自来到成都，并参与
了布展工作。展览以摄影、录像、装置等多
种媒介呈现了阿兰·弗莱舍40年创作生涯的
作品。这些作品，是第一次来到法国以外的

国家进行展出。阿兰·弗莱舍认为，成都国
际摄影周结合了多元的艺术形式和媒介，内
容和形式非常丰富，“我相信成都国际摄影
周未来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甚至对法国的
一些摄影周、摄影节产生影响。”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主
席李舸带着个展来到了本届摄影周，他告
诉记者，无论是摄影艺术家还是其他门类
的艺术家，都非常关注成都国际摄影周，

“这里众多高规格的美术馆、影像馆等展出
场所，与参展作品合力形成了一个艺术场
域，营造出了艺术氛围，或者说是形成了一
种艺术意志。”李舸表示，随着成都国际摄
影周的逐步品牌化，可以推动当地高质量
的文艺创作。“比如本届摄影周，不仅展出
作品质量高，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学术
交流活动，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聚在一起，
共同探讨摄影艺术的趋势与未来，而这些
讨论成果，以后一定会服务于成都当地的
高质量文艺创作。”李舸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文/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浩） 1 月 7 日晚，记者
在成都万象城奈雪的茶门店观察到，“东阿阿胶×奈雪的茶”联
名信息被展示在点单收银这样显眼的位置，一旁休息区的几位
年轻人手里拿的正是这眼下的“爆款”。越来越多的茶饮品牌
热衷于联名。比如茶百道与网游《剑网3》、古茗与动画《天官赐
福》等一经推出，粉丝便蜂拥而至。

走进成都万象城、成都太古里等商圈，显著的位置、主推的
商品、橱窗的海报，国潮主题画风十分突出。无论是杂货店里
的国潮拼图，还是奶茶店里的中国风新品，或是李宁推出的国
潮 T 恤，这类商品总是格外畅销。此外，国潮联名的白酒、口
红、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对于年轻消费者而言，买国货、用
国货、晒国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方式，消费领域刮起
了一阵国潮风。

采访过程中，有新茶饮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品牌频频在国
潮上发力，不仅仅是因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是有好看的

“面子”，还有真正支撑其走远的宝贵“里子”，即优秀传统文
化。相比于其他文化符号，国潮所具备的传统文化特征更易引
发大家的情感共鸣。“但国潮要想一直‘潮’下去，不能仅靠简单
的复古怀旧，必须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用‘心’的国
潮国风才能不断上‘新’。”

2023年图书市场恢复增长

成都消费领域刮起国潮风

第二届成都国际摄影周落幕

专家：专业性强 体现“四个一流”

书香成都农民读书月圆满落幕

展览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1 月 8 日是“二
九”的最后一天，本该是“冻成一团”的时节，我们似乎并没有感
受到常年该有的寒意——1 月 7 日白天，成都最高气温达到了
17.1℃，而且近期天气依旧平稳，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
16℃左右。

今年冬天真暖和啊！不少市民发出感慨。对此，成都市气
象台也表示肯定：2024年开年以来，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成都
平均气温较历史同期偏高。

此外，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刚刚过去的 2023 年，全国平
均气温 10.7℃，较常年（9.9℃）偏高 0.8℃，为 1961 年以来最
高 ，打 破 2021 年 10.5℃ 纪 录 。 全 国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偏 高
0.5℃～1℃。2023 年成都市平均气温 17.1℃，是 1953 年以来
最热的一年。

关于何时降温，成都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牛金龙透露，15
日前后开始，会有持续气温下降过程，全市平均气温将由显著
偏高逐渐转为正常或偏低，在气温下降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
有分散降水的出现，体感更冷，需多多注意防寒保暖。

去年是成都70年来最热一年

作为开馆试运行以来的
首个临展，“奇妙生灵——文
物中的动物”特展正在成都自
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
馆）一层临展厅火热展出，71
组 217件来自北京工艺美术
博物馆、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
的展品齐亮相。据悉，展期将
持续至2024年3月。在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精美工艺品、一
件件妙趣横生的古老文物所
组成的“动物世界”中，有哪些
值得关注的亮点？

“文物中的动物”，自然博物馆跨界办展

飞禽走兽栩栩如生 荟萃精品金玉满堂

大型景泰蓝

《太平有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