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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3日讯（记者李淅）4月23日是
第 28 个“ 世 界 读 书 日 ”，“ 一 起 读 书
吧”——第九届“书香中国·龙江读书季”
启动暨全媒体阅读节目发布仪式在“哈
尔滨最美书店”众创书局举办。94 万龙
江书友与马伯庸、蒋方舟、苏芩、梅子涵、
叶梅、林晗、张菱儿等著名作家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共沐书香。

在本次活动上，公布了2022年度“龙
江好书”推荐书单，黑龙江省全民阅读工

作领导小组从2022年出版的众多书籍中
精选了14本推荐给广大读者。其中，《故
巷暖阳》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网络白金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林晗，虚构儿
童文学作品《爸爸的口琴》的作者——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
菱儿，通过现场视频连线，带领广大读者
走近这两本好书，并分享了创作故事。

本次活动视频连线到了马伯庸、蒋

方舟、苏芩、梅子涵、叶梅五位著名作
家。他们以自身的阅读感受，引领龙江
书友“悦”读人生，与书同行。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的全民阅读工
作经验多次被国家级媒介刊文推广，“书
香龙江”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

“市市有品牌、处处有书香”的良好环
境。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省陆续开展了

“书香龙江”阅读马拉松颁奖活动、《习近
平走进百姓家》主题情景诵读大会、“书

香飘万家 阅启新征程”亲子阅读启动仪
式、第四届“相约《论语》文化中国”大型
公益活动暨“书香中国·龙江读书季”启
动仪式、“阅享新时代 书香润龙江”系列
读书活动、庆祝世界读书日暨龙图分享
会100期主题活动、“我的家乡黑龙江”省
情阅读活动、2023 黑龙江省全民阅读暨
版权宣传等活动，在全省各地形成了一
股读书热潮，将 2023 年龙江全民阅读活
动推上了更高起点。

春光美如斯读书正当时

第九届“书香中国·龙江读书季”启动

本报23日讯（记者董云平）“红军不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4 月 23
日，正值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2023 年
黑龙江省图书馆世界读书日暨龙江读书
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孩子们朗朗书声中
拉开帷幕。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省图书馆以世界读书日、公共图书
馆服务宣传周、龙江读书月为契机，充分
发挥省级图书馆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
与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发布黑龙江
省图书馆界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联动
全省各市（地）、区（县）公共图书馆以及
部分高校图书馆，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系列阅读活动。
启动仪式上，黑龙江省图书馆馆长

殷峰向全省读者推介了世界读书日暨龙
江读书月期间，黑龙江省图书馆精心组
织策划的“邂逅你”“读懂你”“邀请你”

“爱护你”“充盈你”五大主题、46 项近百
场次活动，诚邀读者朋友们走进图书馆，

共沐书香。
启动仪式现场，黑龙江省图书馆与国

家图书馆同步揭晓了第十八届文津图书
奖获奖书目；对 2022 年度为省图书馆阅
读推广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阅读推
广人、阅读推广团队进行表彰；与参与省
图书馆建设的社会力量举行了捐赠仪式。

省图“龙江读书月”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 记者
23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会同
农业农村部，于近日下达第一批农业
生产防灾救灾资金12.51亿元。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黑龙江、山

东、河南、广东等相关省（区、市），
购置粮食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所需的农药、药械等物资，并对
统防统治作业服务等给予适当补
助。

财政部12.51亿元支持重大病虫害防控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
天，龙江森工集团各林业局有限
公司纷纷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
展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让“世
界读书日”书香满满。在幼儿
园，老师和小朋友们共同开展了

“书香润童 伴读成长”主题活
动。通过听故事、读故事、画故
事等活动，鼓励幼儿接触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感受阅读的意义与
美好。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浓浓书香
沁人心

□苏广鑫 本报记者 姚建平

“多亏有了冯镇教授的‘金点子
’，我们公司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得到
了解决！”黑龙江省克东腐乳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张慧敏对该县创新引进

“周末工程师”，帮助企业解决生产
研发瓶颈难题的柔性引才举措赞不
绝口。

近年来，克东县始终将柔性引
才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重要方式
方法，广泛吸纳社会、经济、医疗、农
业等与当地发展密切关联领域的

“周末工程师”“假期专家”，积极打
造区域性人才工作品牌，确保人才

“引得进、用得好”。
为破解县域龙头企业与重点产

业“高精尖”人才稀缺、科技创新面
临“卡脖子”等发展技术难题，进一
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克东县引
进“周末工程师”，集聚大院大校大
所“高精尖”人才，依托专业团队力
量开展创新技术研发、课题研究等
工作，帮助企业解决中短期发展难
题。通过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生物化工专业方面的专家开展
项目合作，黑龙江省世罕泉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植物提取
液的作用研究及活性评价”项目取
得阶段性成功；克东禹王大豆蛋白
食品有限公司引进东北农大时玉强
等 6 名“周末工程师”解决膳食纤维
产品深加工等生产技术难题；黑龙
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引进高级工程
师谢阳等 12 名专业人才，推进飞鹤
乳业 4 万吨奶粉生产项目设备成功
调试下粉。克东县还积极与浙江大
学、江南大学、东北农大等相关专业
高校高层次人才合作，使功能型大
豆蛋白及副产物高值化加工关键技
术创新与产业化示范等 30 余个科
研成果在企业转化，促进了县域企
业转型升级，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

面对县域医疗领域人才结构性
缺乏，导致基层群众“看病难”的情
况，克东县深化“医联体”“医共体”
建设，柔性引进高端医疗人才下基
层，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县
域医疗卫生人才短缺之困、“名医
荒”等难题，有效助力县、乡、村三级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假期专家”柔
性引才活动以来，哈医大二院、沈阳
463医院、齐齐哈尔第一医院等多家
医院的 34 名医疗专家到克东县坐
诊，诊疗患者 2000 余名，开展手术
1100 台次……对接飞鹤慈善光明行
活动，引进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
医院赵培泉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徐建江教授等 60 余
名眼科专家，筛查患者 11 万余人，
义诊 1797 人次，实施复明手术 323
台。同时，在克东县人民医院成立
飞鹤眼科，组建医疗技术培训基地，
使县域医院医生诊疗水平大幅提
升。

克东县还将“假期专家”引入田
间地头，通过进乡村、下田野，增加
技术的源头供给，突破了农业生产
的技术瓶颈。中国科学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侯瑞星，深入
到克东县大豆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
目攻关试验区和核心示范区，为种
粮户现场指导如何提升大豆耕地耕
作质量、深施肥技术、化控技术、防
治病虫害等高产栽培知识，助力克
东县创建大豆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
范县。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
医分院的专家利用假期深入克东县
宝泉镇保卫村湖羊养殖合作社，向
养殖户发放了《羊养殖技术手册》以
及黄芪多糖、多维等抗病毒、提高免
疫力等药品，并与合作社技术人员
围绕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控存在的问
题进行交流，指导。省科技特派员
通过开展培训会，培训农民 773 人，
为本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

“周末工程师”
为克东企业解难题

（上接第一版）哈市城管局环卫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进入春季以
来，按照“人员加倍、机械组合、作业
加细、管理加精”的要求，哈市全面强
化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结合天气情
况，适时启动湿扫作业，去除冰雪融
化造成街路尘土量大、废弃物多等问
题，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街路、环
卫设施清洗日活动，将清扫保洁和道
路机扫水洗作业有机结合，确保城区
环境卫生质量得到较大提升。加大
垃圾收运力度，通过增加巡回收集频
次，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在进一步巩
固主干街路整洁成果基础上，聚焦背
街背巷、城中村、出入城口等重难点
区域，消灭管理中的盲点盲区、死角
死面。同时，强化监督检查，以多种
检查方式，促进问题反馈、整改，并跟
踪问效，实现环境卫生规范化、精细
化、长效化管理，为市民生活提供良
好保障。

整饰一新“浓妆淡抹”迎客来

23日清晨，道外区古梨园内，一
棵百岁“高龄”的山杏树花开如盖，满
树娇嫩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生姿，与逶
迤曲折的环园步道交相映衬，令人心
旷神怡。“春整”后的古梨园焕然一
新，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游玩打卡。

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城市
公园是体现城市品质、展现城市文明
面貌的重要窗口。为消除冬季残余
冰雪对城市公园的影响，2 月末起，
哈市各大公园以“净化、亮化、美化、
序化”为标准，重点开展植物景观修
剪养护、园林建筑小品修缮、设施设
备维护更新、卫生清理、水景观维护、
工作人员岗前培训等工作，并根据气
温变化科学统筹，分步骤实施，全面
整饰公园环境。

“今年春季，全市公园管理工
作更加注重精细化、常态化、长效
化，精细化到树穴整理，架树线缆
清理、调整杆体箱体、维护各类检
查井等专项治理工作。”哈市城管
局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
证管理成效，哈市城管局园林中心
组成专项检查小组，通过日检、抽
查、联检等方式，及时指导督促全
市各大公园强化标准，规范管理，
提升管养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各公园共修剪乔
木 12.9 万株，清理绿地 629.2 万平方
米，清理人工湖底、护坡 58.5 万平方
米。哈市各大公园清理、清洗工作已
全部完成，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收尾工
作，5月1日前，全市各大公园将以崭
新的面貌与市民和游客见面。

春来细“梳妆”冰城容颜靓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冯源 张晓洁

你有读书的习惯吗？过去一年，你
读了几本书？23日在杭州开幕的第二届
全民阅读大会上，发布第 20 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结果。调查发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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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保持
增长态势。

人均一年读几本书？

据统计，2022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
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均较上年有所
提升。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8本，高于2021年的4.76本；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为 3.33 本，高于 2021 年的 3.30
本。

此外，全国城镇居民对公共阅读服
务设施的使用满意度持续提升。就使用
情况看，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中，使用过公
共图书馆的比例为14.9%，使用过社区阅
览室、社区书屋或城市书房的比例为
12.1%，使用过报刊栏的比例为 10.3%。
其中，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满意度最高

为 78.2%，对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或城
市书房的满意度为72.5%，对报刊栏的使
用满意度为60.6%。

“在杭州，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
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以及社区文化家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众多阅读新空
间，让每天读点书、每月读本好书从‘盆
景’变‘风景’。”杭州市市长姚高员说。

我们花多少时间阅读？

调查发现，传统纸质媒介中，2022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最长，
为 23.13 分钟，比 2021 年增加了 2.08 分
钟。而在数字化媒介中，我国成年国民
和手机“最亲密”，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
长为 105.23 分钟，比 2021 年增长了 4.11
分钟。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
绍，我国成年国民读书时间和网络阅读
时间同步保持增长，手机阅读等“轻阅
读”占用阅读时间越来越长，“深阅读”有
待加强。本次调查发现，3.3%的人认为
自己阅读数量很多，11.2%的人认为比较
多，55%的人认为数量一般，还有 30.5%

的人认为数量很少或比较少，提升全民
阅读水平需久久为功。

“纸读”“数读”谁更受青睐？

纸质图书阅读历史悠久，数字化阅
读方兴未艾。此次调查显示，2022 年，
45.5%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
书阅读”，与 2021 年的 45.6%基本持平。
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8%，纸质
图书阅读仍是“第一阵营”。

调查还发现，目前，我国成年国民数
字化阅读倾向进一步增强，手机移动阅
读成为主要形式。2022年，有77.8%的成
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 2021 年增长
了0.4个百分点。“听书”和“视频讲书”正
成为新的阅读选择，35.5%的成年国民有
听书习惯。

在人工智能已经普及的数字化时
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作协副主
席李敬泽认为，阅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
过程，是跟随作者经历创造的过程。“你
可以流着汗在奔跑中经历西湖，也可以
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去经历西湖。我还是
倾向于自己跑过去。阅读就是跟着作者

跑步的过程，跑着跑着就产生了自己的
创造力，从苏东坡的西湖，跑向自己的西
湖。”

孩子们爱读书吗？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在线调查和电话
调查方式，在 165 个城市进行样本采集，
覆盖我国 30 个省区市，获得 148 万余个
有效样本。其中，成年人样本占 74.6%，
未成年人样本占25.4%。调查显示，0-17
周岁的未成年人阅读能力平稳提升，阅
读率和阅读量均较往年有所增长。2022
年，这一人群的图书阅读率为 84.2%，比
2021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人均图书阅
读量为11.14本，比上年增加了0.21本。

专家表示，要用阅读照亮更多孩子
的成长之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
玉刚介绍，今年 3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
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
案》，将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基本完善覆盖各学段的阅读服务体
系，显著提高“书香校园”建设水平，让校
内外阅读氛围更加浓厚，助力深化全民
阅读。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过去一年，你读了几本书？
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世界
读书日

（上接第一版）同时还将围绕对俄
经贸、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
作、旅游消费五大主题举办 40 余项
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如阿穆尔州
推介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推介
会、在俄华商大会、第一届龙江数
字贸易论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冰雪体育示范区揭牌仪式、哈尔滨
世界欢乐城国际啤酒节及“相聚龙
江 共谋发展”系列活动。

同时，本届展会将进一步提升
专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为参展参会
客商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通过为期 5 天的展、论、谈，哈洽会
将充分展示改革开放 45 周年取得
的成果，充分展示龙江振兴发展的
新消费模式、新消费热点、新投资
增长点，搭建展示和对接的平台，
进一步激活发展潜能，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

第三十二届哈洽会将于6月15日在哈举行

□新华社记者

当前，各地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主题教育的各项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实举措，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全
面展开，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上海把“实”的要求贯穿到主题教育
各方面工作任务中，体现到解决实际问
题、推动实际工作、促进改革发展上。特
别是注重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鲜活的实
践场景作为生动教材，开展“初心讲堂”等
活动，在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推出
党的创新理论专题学习课程。第一批参
加单位结合各自实际工作，制定调研方
案，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着力解决一批发
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
问题。

广东把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作为
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对主题教育理论学
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组织
领导等方面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加强

统筹谋划、增强工作前瞻性，广东每月制
定主题教育工作计划，明确重点任务、落
实措施、责任分工、完成时限，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各部门
结合各自中心工作深入农村、社区、企业
等基层单位，以高质量调查研究开路、开
局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
沉到一线，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安徽组建 16 个省委巡回指导组，对
156家第一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单位进行全
覆盖、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巡回指导组
提前介入、迅速行动，目前已指导第一批
主题教育单位完成了机构组建、方案制
定、动员部署等一系列工作。安徽省要求
主题教育中要强化督促指导，巡回指导组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特点开展分类
指导，确保主题教育不偏不虚不空、不走
过场。各部门各单位把开展主题教育同
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有

力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西藏自治区提出切实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
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
大力量，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以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
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自治区党委近日
召开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培训会，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理
论学习、深入调查研究、推动中心工作、办好
惠民实事”等方面切实把督促指导落实落
细。各部门各单位第一时间开展学习研讨
等活动，巡回指导组主动融入联系指导单
位，共同学习提高、共同检视整改，总结可
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

河北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主
题教育，全省抽调精干力量，迅速成立主
题教育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制定工作运
行、公文处理、主任办公会、主任专题会等
工作制度和详细工作方案，对每项工作制
定具体施工图、时间表、任务书。第一批

开展主题教育单位迅速组建机构、制定方
案、动员部署，突出重点，开展多形式、分
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持续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热潮，同时组织开展事关全局的
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
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等，扎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河北场景落地落实。

作为革命老区，江西提出要以更高标
准、更严要求开展主题教育，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的江西篇章。江西省委派出
11个巡回指导组进驻第一批 127个单位，
指导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截至目前，第一
批主题教育单位均已制定主题教育工作
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全省各部门迅
速制定主题教育实施方案，一些省直机关
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
合起来，组织开展理论研究、主题调研等
形式丰富的学习实践活动，努力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各地认真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