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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
全国用户

6.7亿

纸质阅读
成都公共图书馆
去年人均阅读

21.61本
“菜市书屋”蔬香伴书香

在成都329家农贸市场构建起阅读场景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23日，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正式
开馆。据了解，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以四
川省委宣传部评选的20位四川历史名人
为脉络，通过6大单元深入解读20位四
川历史名人的思想体系、文化成就与当
代价值，展现四川历史名人的风貌风采。

记者注意到，该馆不仅展出了《华阳
国志》《东坡志林五卷》等珍贵古籍，还通
过动态影像、AI数字人等现代化技术手
段，让古籍“活”起来。四川省图书馆古籍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多部珍贵古籍将
在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首次亮相。“我们
展出的古籍数量有58本，其中善本古籍
数量大约占了70%，还有不少入选了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该负责人说。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4月23日，四川省暨成都市“护
苗2025·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在
彭州市天府路小学正式启动。活动以

“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
采取省市联动、政企协作、多方参与等方
式，通过文艺表演、经典诵读、好书推荐、
阅读分享等，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现场发起“绿
书签行动”倡议：“坚决抵制危害国家统
一，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迷信、淫秽
色情、暴力恐怖，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的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让
我们积极加入‘绿书签’行动，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让小小的‘绿书签’在手中
传递、在心中点亮，同心协力营造健康文
明、和谐有序的社会文化新环境。”

与此同时，四川省“扫黄打非”办公
室、市委宣传部联合《少年时代》杂志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等共同向学校捐赠了价
值2万余元的少儿类图书1200余册。“我
们希望引导未成年人多读书、善读书、读
好书，主动参与营造绿色文化环境。”成
都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记者获悉，在接下来的系列活
动中，成都市委宣传部还将邀请优秀儿童
文学作品《万桥飞虹》创作者、著名作家宋
潇凌到成华区、邛崃市多所中小学校与
广大师生一起共同分享创作故事。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徐松明） 记者 23 日从四川省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四川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
台于近日正式上线。此次四川省数据知
识产权登记平台和知识产权智能模块的
上线，将进一步助力四川数据要素市场
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工
作现代化水平。

菜市里升腾起“书香”

蔬香连着书香，阅读融入日常。23
日，在成都高新区三瓦窑益民菜市东苑店
内，海鲜摊主蒋毅结束午市后，如往常一
般走进摊位旁的“菜市书屋”。他翻开一
本水产养殖书籍，边读边记着笔记。

世界读书日，武侯区玉林综合市场“菜
市书屋”举办了一场温馨的亲子共读活动，
玉林社区居民母丽蓉和9岁儿子围坐在阅
读角，阅读科普读本《灰尘的旅行》。这座
60平方米的书屋，划分出儿童区、休闲吧台
等空间，每天开放12小时。母丽蓉感慨：

“孩子在这里读书，我们放心又省心。”
菜市书屋的“人气”源于其精准定位：

既为居民提供碎片化阅读场景，又解决商
户子女托管难题。“书屋让孩子有了安静
写作业的空间，还能阅读课外书增长见
识。”大邑县东门综合市场“菜市书屋”的
摊贩高阿姨说。

倡导文明新风的“实践站”

菜市书屋不仅是阅读场所，更被赋
予了多元社会功能。23日上午，“青讲文
明”宣讲队讲师蔡晶娟支起白板，在市场
一角开起了健康课。20 多位居民围坐，
有人拎着菜篮、有人系着围裙，目光跟着
蔡晶娟手中的免洗洗手液移动。“搓手别
糊弄，得唱两遍生日歌才够时间！”她边
演示边说。

在成都高新区蓓蕾社区的“搭伙儿
CHAOS”书屋，两层空间融合了阅读、共
享办公、咖啡吧和都市农场。市民任清惊
叹：“这里既能看书，又能办公、看展览，完
全打破了传统菜市的概念！”

从传播健康知识的“微课堂”，到融合
办公、展览的“跨界空间”，再到倡导文明
新风的“实践站”，这些散落于菜市场的书
屋，让阅读空间升华为凝聚社区共识、传
递文明理念的基层治理枢纽。

多元运营让书屋持续“保鲜”

截至目前，成都累计有独立建设的菜
市书屋 70 家，并通过资源统筹方式将菜
市场附近300米内的259个各类公共文化
服务阵地纳入阅读服务体系，在全市329
家农贸市场构建起具有“烟火气”和“书香
气”的“菜市书屋”阅读场景。

如何让书屋持续“保鲜”？记者了解
到，目前成都正通过资源整合、功能延伸、
社群共创等方式探索多元运营模式：如金
牛区通过文明办牵头、企业协办，联动学
校、公益组织捐赠书籍，半年轮换更新；天
府新区梦溪邻里集市书屋提供应急药箱、
无线网络等便民服务，释放“阅读+”价值；
蓓蕾社区引入社会组织运营，以市场化手
段打造“城村窗口”，引入地方风物与文化
展览，增强吸引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23 日，全国首个基层法院支持、
地方产业协同、专注于音乐文创领域的
专业化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成都音乐
文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暨知识产权
纠纷联调活动在成都武侯举行。据介
绍，该中心是深化知识产权专业领域保
护、激发产业发展活力的有益探索，也是
落实“立园满园”行动的重要举措。

4 月 23 日，成都图书馆“书香蓉城
悦读同行”——世界读书日启动仪式在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举行。活动现场，

《2024年度成都市公共图书馆读者阅读
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24年成都市公共图书
馆的读者人均阅读 21.61 本纸质图书。
其中，未成年人读者人均阅读34.76本纸
质图书，成年人读者人均阅读17.54本纸
质图书。有数字阅读习惯的读者听书率
达九成以上。

同一天，《四川省图书馆暨全省公共
图书馆2024年阅读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2024 年四川省图书馆文献总藏量
614.8万册（件），新增12.2万册。全年接
待读者170.8万人次。2024年全省公共
图书馆共 209 家，全年接待读者 3553.2
万人次，注册借阅读者总数达701.94万
人。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图书馆将从
即日起，数字资源共享正式启动，全面延
伸至区（县）级公共图书馆，实现“一个平
台、全省覆盖、共建共享”，促进优质文化
资源向基层延伸。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大咖领读
全民阅读活动精彩纷呈

在温江区，“品味书香·‘域见’经典”
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百余名中外友
人参与。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蒋蓝以

《苏东坡的飞蓬之旅——读书与人生的交
织》为题，讲述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

“通过分享经典文学作品，向中外友人传
播中国文化，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活动现场，10名来自温江“域见·汉语角”
的外籍人士深情朗诵了《念奴娇·赤壁怀
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作品，
赢得阵阵掌声。

在天府新区，“多城联动 共享书香”
阅读马拉松挑战赛正以新颖的“阅读+答
题”形式点燃市民的阅读热情。“这种创新
的阅读竞赛模式，既考验知识储备，又锻
炼快速阅读能力，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
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赛事设置了丰
厚奖励：总排名前300名的市民将获得特
色文创纪念品，前 5 名更将
收获跨区域联合大礼包。

在“万卷共知 阅
享金牛”——

大咖领读第四季暨金牛区“4·23世界读书
日”全民阅读活动现场，蒋蓝被授予金牛
区全民阅读活动“金牌大使”称号，并向金
牛区图书馆捐赠了《成都笔记》《蜀地笔
记》等20余部个人著作。蒋蓝以“品味思
接千载、烟火升腾的‘文半城’魅力”为主
题，通过《成都笔记》中的金牛故事，带领
现场观众领略了金牛区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城市气质。

满城书香
打造家门口的阅读空间

在双流区，九江街道通江社区金湾美
湖二期小区内的“楼栋书屋”于近日正式
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便捷的
阅读空间。这座由九江街道与通江社区
共同打造的小型公共阅读空间，虽然面积
不大，但藏书丰富，超过1200册图书涵盖
文学、科普、历史、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
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成都“4·23 世
界读书日”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同步发放十
万张惠民购书券，在线下引发购书热潮。
据悉，4月23日至5月6日，广大读者可通
过微信搜索并关注“书香成都”微信公众
号在线领取书店消费券，在全市近百家实
体书店享受购书优惠。

记者昨日在成华区的散花书院看到，
市民李女士手持消费券选购了《成都传》

《川菜史》等本土文化书籍。“这次用消费券
省了不少钱，正好可以多买几本。”李女士
告诉记者。在高新区的钟书阁，留学生约
翰通过消费券购买了《苏东坡传》英文版，

“成都的阅读氛围让我着迷，这些书籍能帮
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未来，成都将继续深化全民阅读工
作，打造更多特色阅读品牌，让阅读真正成
为市民的生活方式，让‘书香成都’走进千
家万户，街头巷尾。”活动相关负责人说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主办方供图

轻点手机屏幕，万卷诗书掌间流转；
打开智能手表，日推金句映入眼帘；聆听
有声读物，人间烟火萦绕耳畔……数字
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有了更多选择。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在山西太
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最新发
布的《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
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
为661.41亿元，用户规模已达6.7亿。

透过这份报告，一起来看过去一年
的“阅读之变”。

队伍更庞大——
2024 年，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实现

“增加一个亿”的目标，增长率为17.52%，
增长量和增长率均创下近年来新高。

从“一书在手”到“一屏万卷”，十年
来，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实现了翻倍
增长，数字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
引擎。报告显示，26岁至35岁的用户仍
然是主力；26岁及以上的用户占比已接
近六成。

场景更智能——
报告显示，2024 年，电子阅读依然

是数字阅读用户的“心头好”。
IP产业链的协同，打破了传统的阅读

边界。如今，读者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字
阅读，也能听书、看剧、追番、买“谷子”等，
文化内容有了更丰富的展现形式。

与此同时，AI技术正在深度介入阅
读场景：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元宇宙体
验馆”项目，掌阅上线“AI 辅助阅读”赋
能找书、读书、用书全场景，咪咕推出“灵
犀知书”智能矩阵实现阅读服务的全链
路智能化……

内容更多元——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作品

总量约为6307.26万部，同比增长6.31%。
读者们更愿意“一键收藏”什么样的

书籍？
文学作品依然稳居读者首选；教育

与文化类内容实现显著增长，较去年同
期占比提升近 10 个百分点；人物传记、
烹饪美食、旅游旅行等题材占比也有明
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万倩仪、邢拓

四川历史名人文献馆
昨日开馆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四川省暨成都市“护苗
2025·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

四川省数据知识产权
登记平台上线

成都音乐文创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成立

4月23日，第30个世界读书日如期而至。在成都，22座藏身菜市场的“菜市书屋”

同步开启亲子共读、图书漂流、文明宣讲等特色活动，让市井“烟火气”浸润书香。市

民穿行于菜摊与书架之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触摸城市文化肌理——这些散落于

街巷的阅读空间，正成为“书香成都”建设的生动注脚。

十万张消费券
点燃阅读热情

4月23日，书香成都“4・23 世界读书日”全民阅
读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爱阅读会生活”为
主题，通过整合图书馆、社区书屋、城市书房等资源构
建起覆盖全城的阅读服务体系，精心策划超200场线上
线下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市民在“菜市书屋”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