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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记
者 史竞男）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
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 2023 年度

“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44种图书
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2种，主题
出版类 8种，人文社科类 7种，文学艺
术类13种，科普生活类5种，少儿类9
种。另有 16 种图书入围 2023 年度

“中国好书”。
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习近平
走进百姓家》（中国妇女出版社）。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毛泽东文
谭》（陈晋、胡松涛著，湖南人民出版
社）、《天下国家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成
功之道》（林尚立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
日记》（李蕤著、宋致新编，北京人民出
版社）、《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
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
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本
书编写组著，经济科学出版社）、《新时
代这十年（2012—2022）》（当代中国
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中国式现代
化论纲》（洪银兴著，江苏人民出版
社）、《“村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
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姚瑶著，贵州民族出版社）。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溯源中华文
明》（王巍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书局、科学
出版社）、《大地中国》（韩茂莉著，文
汇出版社）、《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
现中国》（袁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孙子兵法十八讲》（黄朴民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哲学与社会：老
年沉思录》（陈先达著，商务印书馆）、
《新世界史纲要》（钱乘旦主编，北京
大学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爹》（彭学明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阿娜河畔》（阿
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
出版社）、《大辽河》（津子围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芬芳》（周瑄璞著，作家出
版社）、《星空与半棵树》（陈彦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
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李舫著，辽
宁人民出版社）、《奔跑的中国草》（钟
兆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
版社）、《西藏妈妈》（徐剑著，广东人民
出版社）、《可可西里》（陈启文著，青海
人民出版社、深圳出版社）、《我的城，
我的镇——景漂的故事》（胡平编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三环出版社）、《守鹤
人》（吴志超著，逐浪网、海燕出版社）、

《极简中国服装史》（华梅著，人民美术
出版社）、《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
（蔡琴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院士解锁中
国科技”丛书（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社），《星耀中国：我们的量子科学卫
星》（印娟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认识中国湖》（薛滨、郭娅、龚伊、陈
怡嘉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命
悬一线，我不放手》（薄世宁著，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时节养生：中国人
的健康智慧》（张忠德主编，广东科技
出版社）。

少儿类图书为：《诗书里的成长》
（龙剑宇著，大象出版社）、《国之瑰
宝——宋庆龄的故事》（秦文君著，中
国和平出版社）、《课文背后的红色故
事》（朱虹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三
环出版社）、《慈江雨》（马三枣著，希
望出版社）、《乒乓响亮》（刘海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紫云英合唱团》
（吴洲星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完美一跳》（许诺晨著，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万花筒》（陆梅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鄂伦春的
熊》（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九儿绘，
接力出版社）。

其他入围图书为：《党的出版故
事》（尚莹莹、章泽锋、赵莹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
（陶克著，湖北教育出版社）、《新时代
中国人权故事》（张永和主编，中央编
译出版社）、《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
治想象》（包刚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
国哲学》（张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月亮的人文史：近代中国
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黄兴涛、
代聪等著，黄山书社）、《古罗马帝国
的辉煌》（赵林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欢迎来到人间》（毕飞宇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彩瓷帆影》（纪红建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十万个健康为什
么”丛书（陆林、陈翔等主编，人民卫
生出版社），《长白山野生飞鸟集》（高
维生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手
足琴》（赵丽宏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外婆变成了麻猫》（慈琪著，明
天出版社）、《讲给孩子的故宫里的明
清史》（阎崇年著、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十万个为什
么·科学绘本馆（第一辑）》（曾溢滔、
曾凡一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我
和爸爸逛巴扎》（周翔文图，新疆青少
年出版社）。

44种图书入选2023年度“中国好书”

据新华社昆明 4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鹏 字强）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23日发布。调查显示，2023年
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
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9%，
较2022年的81.8%提升了0.1个百分点。

其中，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
读率为 59.8%，与 2022 年持平；报纸阅
读率为 23.1%，较 2022 年下降了 0.4 个
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 17.5%，较 2022
年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
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80.3%，较2022年增长了0.2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5本，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为 3.40本。2023年我国有三
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

根据调查，2023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
阅读率为86.2%，较2022年提高了2.0个百
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1.39本，较2022
年增加了0.25本；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
35.69分钟。

调查还显示，各地全民阅读品牌活动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
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参与度达67.5%，较
2022年增长了0.8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
织实施。

第 21 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于清河坊感受“市声到海迷红雾”的繁
盛，在南浔古镇品味“百间楼下水清涟”的
氤氲，在廿八都探寻“前村后郭水相通”的
熙攘，在龙泉西街赏鉴“春色满园关不住”
的旖旎……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毫不吝啬对江南
的溢美之词，把诗句名篇留在浙江的古镇
老街。时光流转，相约世界读书日，记者走
进这些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的古建筑、
老街区，静心“阅读”浙江的城乡古韵。

踏入绍兴嵊州之西的崇仁古镇，青石
板、古民居，静谧而纯粹，斑驳的墙壁渲染
着过往烟尘。古镇中心，一座古老的戏台
矗立于四方天井之间。戏台之上，曲悠长、
步飞扬。

作为文化大省，浙江拥有历史文化名
城 20座、名镇 94个、名村 218个、历史街
区107片，名城名镇名村数量居全国第一；
历史建筑11063幢，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85处，数量位
居全国第二，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
建筑”的多层次保护体系。

浙江多地践行“最小干预”原则，在保
留历史文化建筑空间尺度、景观环境“原汁
原味”的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

建县于东汉时期的丽水松阳，被誉为
“最后的江南秘境”。近年来，一场“拯救老
屋行动”让当地百余个古村、300多幢老屋
重焕新生，1200多幢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
护，200多座宗祠、20多座古廊桥得到修
缮，数字赋能构建起老屋“监管-修缮-利
用-体验”全链条保护利用格局。

老百姓生活在历史街区中，保留的不
仅是物质形态，更是人居场景。

在衢州江山的廿八都镇，这片“大山里
的文化飞地”建筑自成一格，不仅有完整的
明清古街，还有融合了浙式、徽式、赣式、闽
北客家等多种风格的古建筑。尽可能保留
原始模样的古街，浓缩着延续百年的商贾
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

“保存老房子、留下老住户”的理念，也唤回了离乡的古镇游子。
“站上梅城太平桥，脚下是清丽的河水，南望是雄壮的澄清门城楼。那一刻，

我的游子心总算落了地。”看到历经多轮综合整治而焕然一新的杭州建德梅城古
城，在外闯荡多年的年轻人钱敏回来了，并在古城开办了独立咖啡店。

文化基因激活老街风韵，也撬动着人文经济的繁荣发展。
晚春的绍兴卧龙山脚下、环山河边，仓桥直街历史街区里的一间间特色店铺，

留住了“最江南”的市井烟火气。在湖州南浔区古镇集群内，轧蚕花、绫绢制作等
传统习俗，场景式地呈现着原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中向美
而行。

城池和街巷肌理，一点点重新梳理；宅院、石碑和古井，一处处重见天日；老故
事和新业态，正在融合……

赓续历史文脉，浙江如今持续进行各项制度的探索——做细做实历史文化资
源普查，建立健全保护对象名录、分布“一张图”，加快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项
规划和实施方案县（市、区）全覆盖。此外，浙江还将通过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
推进“老屋复兴”，推动历史建筑焕发新活力。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赋予了古镇老街持久的生命力，而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
建设的“双向奔赴”，让城乡古韵在浙江大地续写华章。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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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华洪立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
子学院图书馆常常座无虚席，就连书架
前都挤满了学生，这座图书馆被称为

“丝路书屋”。
“只要不放假，我愿把所有课余时

间都用在这里。”作为接受中英双语教
学的教育专业学生，大一学生泽马·阿
尤布·赛义迪是孔子学院图书馆的常
客。她说：“我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现代

社会、文学、美食以及大熊猫的书籍。”
赛义迪告诉记者，在孔子学院图书

馆，她获取了更多教科书以外关于中国
和世界的知识，自己在这里的每一秒都

“快乐且充满收获”。“更多了解中国文
化能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也能更好跟世
界沟通。”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张笑贞说，孔子学院图书馆为中文
学习者扩展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提供
了便利。图书馆里有教材、考试用书、
参考书、少儿读物、音像制品，内容涉及

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
学、政治、经济等，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书籍来拓宽知识面。

大一学生杰克逊·拉斯瓦伊·巴尔
特正在学习中文。“我决定学中文，是因
为中文能给我带来新机遇。我希望更
多坦桑尼亚人能通过学中文开阔视
野。中文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中
国人到非洲投资，掌握中文能带来无数
机遇。”

“丝路书屋”还吸引了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其他院系的学生，商学院的伊诺

森·利甘加也是这里的常客。他说，“丝
路书屋”是“有魔力”的地方，“我渴望获
取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中国是伟大
的国家，不仅发展速度惊人，还为坦桑
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于 2013年，孔子学院图书馆也在同年
成立，目前馆内藏书已突破5000本。

张笑贞说，下一步将加大对孔子学
院图书馆的支持力度，以满足更多中文
学习者的需求。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4月23日电）

“丝路书屋”为坦桑尼亚大学生打开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窗口

4月23日，在围场县第三小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太平鼓。近年来，河
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各学校将民族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通过开设射箭、
满绣、马头琴、太平鼓等富有民族特色且形式多样的多彩课堂，让学生们在感受和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新华社发

特色课堂润童心

4月 23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五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小朋友在校园内阅读。当日是世界读书日。人们
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徜徉书海，品味书香。 新华社发

春日品书香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新华社记者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培育阅
读“引力场”，因地制宜结合特色打造阅
读新场景，通过数字化等手段不断优化
阅读体验……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
世界读书日，记者近日在浙江、北京、四
川、西藏等地走访发现，各地因地制宜
推出多项举措，从形式到内容推动全民
阅读不断深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热爱阅
读的氛围，让热爱阅读的人群更加愉悦
地享受到读书的乐趣。

丰富活动培育“引力场”

4月 21日晚，浙江杭州春雨淅沥。
位于杨柳郡小区的纯真年代书吧透出
温暖灯光，一场主题为“《人间词话》‘境
界’说之‘造境’与‘写境’”的讲座吸引
不少听众到场聆听。

在讲座中，文化学者曹文彪深入浅
出地解析王国维对“境界”的独特理
解。“讲座非常好，曹老师让我们更深入
了解这部经典作品，回去后我再仔细阅
读品味。”从浙江金华特地赶来的听众
张标莲说。

“作为一家小区里的书吧，除了书
店功能，我们更多想为附近居民提供一
个共享文化空间。”纯真年代主理人朱
锦绣说，在属地彭埠街道文化站的支持
下，相关活动贯穿全年，引导更多人培
养热爱阅读的习惯。

在雪域高原，咖啡厅、茶饮店林立

的西藏拉萨藏大中路，开设了当地首个
城 市 文 化 驿 站“hima hima 隙 马 画
廊”。除阅读外，市民在此还能参加文
化沙龙、观看展览。

作为拉萨市首届图书展会分会场，
日前这里开展了一场艺术书装帧工作
坊活动，一群青年动手体验书籍装帧的
乐趣。依托城市书房和城市文化驿站，
今年全年拉萨预计开展不少于60场公
共文化活动。

“阅读不能仅仅集中在世界读书日
前后，近年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
吸引更多人加入阅读的队伍，对普及阅
读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常态化阅读习惯
很有帮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
教授范叶超说。

因地制宜开拓新场景

中午一点，走进位于四川成都青羊
区光华街道的益民菜市（家园店），几名
摊主正在“菜市书屋”里看书聊天。书
屋内书籍种类丰富、摆放有序，环境整
洁温馨，10余平方米的空间内，书香味
和菜市场的烟火气交织汇聚。

“这间‘菜市书屋’从去年 10月开
始运营，读者大部分是菜市经营户及其
子女，以及附近来买菜的居民。”益民菜
市（家园店）店长苟明朝说，这里的书籍
大多是健康知识、家庭菜谱、育儿手册
等实用类书籍，更有针对性地满足附近
居民和经营户的阅读需求。

据了解，按照“市级规划+属地统
筹+市场运营+志愿服务”多元共治模

式，目前成都市创新打造并开放 47家
“菜市书屋”，为市民提供邻里交流、亲
子阅读、休憩放松的公共惠民空间。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地安门
十字路口南侧，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静静矗立，写有“中国书店”的牌匾在
蓝绿色调门梁彩绘的映衬下，显得庄
重古朴。

始建于 1420 年的地安门雁翅楼
是北京中轴线上的著名景观。“中国书
店雁翅楼店自 2015年开业以来，一直
努力打造特色文化阅读空间。”中国书
店雁翅楼店经理孙奕介绍说，从最初以
传统国学、古籍类图书展陈为主，到运
用屏风、书架、展台等构成多个功能区
域，再到在二层打造综合性中轴线文化
阅读空间……这座优雅安静的城市书
房成为众多市民的“悦读”场所。

“我的工作需要积累大量关于北京
文化的知识，在这里能找到很多有关大
运河、中轴线、老北京胡同的书籍资
料。”北京市民方喆告诉记者，平时他还
很喜欢带着 4岁的儿子一起来，“孩子
一进门就跑去自己看书，在这里他读得
特别专注。”

提升服务让阅读不受限

走进四川省图书馆二楼大厅，西侧
的智慧阅读空间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这
里集合了多种智慧阅读设备，包括搭载
在线书城系统的墨水屏阅读器、“瀑布
流电子借阅系统”、智能棋艺桌和数字
书法机等。自2022年 1月对外开放服

务以来，截至 2023年底这里已累计服
务读者约119万人次。

该馆还通过数字化建设不断简化
借阅流程，目前不仅支持使用身份证、
社保卡等实体卡借阅，还在微信公众号
上推出电子借阅卡，读者只需将书放
置在自助借还书机的图书感应区，就
能批量识别和借还。市民王女士用手
机扫码一次性归还了 6本童书，“批量
借还功能节约了很多时间，相比实体
卡我更常用电子卡，有时没带身份证
也不担心。”

此外，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也正稳
步推进，该馆15台自助借还书机中，有
2台专门提供通借通还服务，读者凭身
份证或社保卡即可享受成渝两地图书
馆资源一站式检索、文献传递、图书通
借通还等智慧化服务。据介绍，目前四
川 73家公共图书馆与重庆 42家公共
图书馆已实现图书通借通还。

夜已深，浙江三门县的大剧院和
合 书 吧 内 仍 有 不 少 市 民 在 阅 读 自
习。当地建立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和合书吧，以更优化的服务让阅读不
受限。

“目前全县已建成 13 家和合书
吧，市民可就近选择，刷身份证或扫脸
入馆，免费借阅；书吧还提供有声阅览、
主题化场景布置等，让更多读者爱上图
书馆，享受这里的文化气氛。”三门县图
书馆副馆长李旭说。

（记者 魏一骏 周以航 杨淑
君 魏冠宇 董小红）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丰富内容 创新场景 优化体验
——各地多举措提升服务推动全民“悦读”

■上接第 2版 此外，宣讲会上还有
AI宣讲员理晓萱带来题为《新质生产
力和科技创新》的宣讲，独特新颖的方
式让宣讲更具吸引力。

在包钢集团宣讲会现场，一个个
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感染了听
众。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文
书张怀良听完宣讲后深有感触：“今
天各位老师的精彩宣讲展现了各行
各业包头人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
感。作为一名包钢青年员工，我将常
怀感恩之心、满怀奋进之志，坚定不
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当天下午，宣讲团为两新组织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宣讲。与会人员纷
纷表示，宣讲会内容精彩丰富，既有
温度又有深度，收获满满。“作为一名
律师，我将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强化
思想政治根基，提高个人法律素养，
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内蒙古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杨
劲夫表示。

（综合本报记者 毛锴彦 皇甫
秀玲 宋阿男 徐跃 报道）

“牢记嘱托闯新路 笃行实干进中游”
基层宣讲在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