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重庆新闻 4CHONGQING DAILY

2023年4月23日 星期日
编辑 罗皓皓 美编 曹启斌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4月22日，西南理论物理中心、
重庆量子物理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在重庆大学揭牌。未来，这两
大中心将开展前沿性、前瞻性、引领性的量子物理基础理论和应
用基础研究，为诸如超瞬态大科学实验装置这类大型研究设施
提供理论支撑。

据了解，西南理论物理中心于2021年11月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项目立项支持。该中心执行主任胡自
翔介绍，中心设立“粒子物理、引力与核物理（含天体物理与宇宙
学）”“凝聚态物理理论”“计算物理与新颖量子物性”三个研究方
向，以重庆大学为核心，联合西南地区理论物理同行，吸引和集聚
国内外优秀人才，力争打造成为国家在西部地区特色鲜明且极具
创新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交流中心。

重庆量子物理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由重庆大学牵头，不仅整
合现有的重庆大学量子物理行业相关研究团队，还将联合西南
大学“微纳结构光电子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师范大学“光
电功能材料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理工大学“绿色能源材料
技术与系统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共同建设。同时，围
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点关注的“物质深层次结构”“凝
聚态物质与新效应”等科学前沿问题，助推重庆量子物理领域的
应用基础研究与创新发展。

重庆量子物理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西南理论物理中心在渝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见习记者 于鹏程）4月20日，
垫江县举办“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筑产业工业化、数
字化、绿色化发展论坛”，旨在为川渝两地建筑产业发展搭建起
沟通、交流、对接平台。

活动中，来自清华大学、中建科技、渝建建筑工业科技集团
等高校、院所以及企业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齐聚一堂，针对建
筑行业面临的痛点、难点展开了交流、探讨。

“装配式建筑是未来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将有效解决建筑行
业面临的用工难题。”多位专家表示，利用装配式建筑技术，“意
味着盖房子将像‘搭积木’一样简单，能为企业节省不少人力。”

据了解，建筑业是垫江县的支柱产业，去年全县共有注册建
筑企业近100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全年建筑业总产值达
362亿元。近几年，垫江县加快推动建筑业向工业化、数字化、
绿色化转型发展，先后引进了中国建材、碧桂园、国瑞集团等大
型行业领军企业，建成全市首个智能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到2027年，全县力争实现建筑业产值600亿元，其中建筑
工业化产值100亿元，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全县新建建筑比例
不低于40%。”垫江县相关负责人说，为此，他们将引育发展预
制部件、绿色配套部件、智能家居等智能建造产业，实现传统建
筑产业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当天，垫江“低碳工业化智能建造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

为川渝两地产业发展搭平台
垫江县举办建筑业发展论坛

本报讯 （记者 赵欣）4月22日，以抗战时期的怒吼剧社
为原型，由重庆本土影视人打造的电影《怒吼》在渝首映。作为
中国首部电力行业红色题材院线电影，该片还计划登陆央视电
影频道等平台，为更多观众再现怒吼剧社的热血传奇。

怒吼剧社，是抗战时期重庆第一个业余话剧团体。它由重
庆电力系统进步青年发起，以一部部话剧为武器发出“怒吼”，用
艺术的力量呐喊出中华民族必胜的决心。

电影《怒吼》由市作协荣誉主席黄济人任文学顾问，环球人
文地理杂志社总编辑、诗人李海洲任制片人。首映礼上，李海洲
说，这部约两小时的电影，是典型的“全重庆派”电影，“从项目发
起、创意构思、剧本撰写、演员遴选、场景勘定到拍摄与制作全流
程，均由重庆籍电影人在重庆共同完成。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本土电影《怒吼》首映
再现怒吼剧社热血传奇

本报讯 （记者 黄熠）4月22日，首届“长安欧尚杯”重庆
潼南·川渝汽车场地越野赛在潼南区举行，现场近3万名群众参
加开幕式，一起体验别样的速度与激情。

据介绍，本次越野赛以“新重庆·新赛道·新潼南”为主题，来
自北京、浙江、四川等省市的众多国内知名专业车手及业余爱好
者齐聚一堂，一决高下。

本次比赛赛程为期两天，分设专业组、公开组、量产组三个
组别。同时，该赛事还设置有新能源汽车、旅游商品等多个展
区，以节会提升消费能级。

“潼南体育公园赛车场是国内同类项目中难度最大、观赏性
最佳的赛车场之一，已多次举办国家级赛事，专业性强，远近闻
名。”潼南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提档升级体育公园
赛车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地区级和市级汽车越野赛、拉力赛，
全力把潼南建设成为国家级汽车运动基地和全国户外运动首选
目的地之一。

首届川渝汽车场地越野赛
在潼南举行

□本报记者 李志峰 云钰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
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
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大力倡导读书已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如何让孩子在阅读中成为主导？如
何安排孩子的阅读时间？如何引导孩子
阅读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书籍？在4月23
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重庆日报记者
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走访。

谁来读
低龄段学生，阅读成效应尽
量由家长来判断

“我为了给娃儿做读书分享会的80
多页的PPT，把自己的工作放一边，熬了
半个通宵。”家住大学城的市民李女士，儿
子读小学一年级，女儿上幼儿园。今年以
来她发现，学校和老师平时给两个孩子布
置的阅读作业，让她有点招架不住，“提倡
亲子阅读没有错，但最后读书怎么变成了
家长的事情？”

李女士说，最近，她儿子小天班上的
老师，每个月都会为班上的孩子分别从图
书馆借一本书，并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读
完。为了考查读书效果，老师要求同学们
读完后，将书中的内容以PPT的形式进
行分享。在李女士看来，对低年级学生来
说，把书看明白并讲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了，做PPT就变成了家长的事。

重庆日报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李
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案。

“在大力倡导读书以及营造爱上阅读
氛围的过程中，有部分学校（幼儿园）和老
师希望通过一些仪式来体现读书成效，但
没有考虑到实际操作带来的额外负担，导
致读书效果打了折扣。”市教科院一位小
学教育研究员表示，一方面，针对低龄段
学生，阅读成效应该尽量由家长来把握判
断，在课堂上适度引导和呈现。另一方
面，针对高年龄段学生，完成读书也不一
定非要以“打卡”的形式来定义，老师应该
更多地以日常的作文、课堂演讲、小剧目
表演等方式，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了解
学生阅读的收获。

什么时间读
中学生每天至少应课外自由
阅读1小时

“我女儿很喜欢看书，但问题是，平时
她最喜欢的打篮球都没时间，更别说安安
静静地坐下来读书了。”家住南岸区的刘
女士说。

刘女士的女儿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
一。因为小学时就是“学霸”，女儿成了学
校和各科老师的关注对象。“学校演讲比
赛喊她参加，舞蹈队也喊她参加，还有奥
数竞赛、小小科学家项目等。”刘女士说，
因为课外活动多，女儿有时候做作业都要
做到晚上12点，让她看了很心疼。

那周末呢？“像演讲比赛、舞蹈比赛这

些活动，几乎都安排在周末，而且基本都
是一天，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阅
读。”刘女士说。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们的
课外阅读时间随着年级升高、功课增加而
减少。本月初，由广州日报发起的一次针
对中学生读书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
有74.5%学生认为课外阅读不可取代，但
在现实中只有7.6%的学生每天阅读课外
书时间“至少1小时”；77.8%的学生“想阅
读，但时间都被功课或其他安排挤满”。

“中学生每天至少应有1个小时时间
进行课外自由阅读。”重庆市青少年社会
教育协会秘书长曾剑表示，课外阅读与课
本学习不矛盾，与高考也不矛盾，它只会
促进课本学习、提高高考水平。

曾剑建议，家长们要善于引导孩子合
理分配好时间。阅读时间的多少，可以自
由设定，“每天不要太多时间，饭前饭后几
分钟到十几分钟就够了，整天坚持几个时
段也不错。”他说，如果平时不能读，周末
可以抽点时间读一下。

读哪些书
文学、社科、中国古代、外国、
当代的都读

“我喜欢读科幻类的书，可是爷爷喊
我多读名人传记，爸爸叫我多读文学名
著，妈妈要我多看课辅教材。”正在读小学
六年级的小珂，面临着选择的烦恼。

正在上高二的李越告诉记者，上小学

和初中时，父母为她买回一些名著，鼓励
她多阅读，平时还可以看看新闻，休息日
也能看看电视剧。但自从上高一以后，学
校布置了大量习题，老师还特别叮嘱她，

“你成绩不错，参加高考需要拔尖才能上
一所好的重点大学。”这无形中增加了她
的压力。父母对她的态度也开始改变。

“他们见我休息日看连续剧就会在一旁唠
叨，也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课外阅读了。
有一次，爸爸看到我抱着一本列夫·托尔
斯泰的《复活》，很生气地过来提醒我不要
再看了。”李越说，“等考上重点大学再慢
慢看”，如今成了父亲劝她不读课外书的
口头禅。

“小学、中学阶段是人生阅读的黄金
时段，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应该给孩
子留出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文学、社科、中
国古代、外国、当代的都读。”重庆大学图
书馆馆长杨新涯说，“我们要培养不同层
次的人才，因此也需要不同层次的阅读和
不同种类的阅读，这是全民阅读应该考虑
的方向。”

“学生阅读需要引读者、引领者。”重
庆南开中学语文教师李青称，想让学生喜
欢读书，首先家长要喜欢阅读，做好榜
样。其次，老师要帮助学生打开视野，给
他们一些方向和提醒，因为阅读不仅仅是
读文字，还要了解文字背后的时代背景、
人物情感，作家的思想和心境，要引导学
生泛阅读、深阅读，学会批读，引导学生从
阅读中学会洞察社会、思考人生。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实地走访调查——

@中小学生 你们有时间阅读吗

□本报记者 韩毅

今年“五一”旅游强劲复苏。4月 21
日，携程发布《2023年五一假期旅游预测报
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酒店、景区
门票、机票订单量均反超2019年水平，境内
机票搜索热度更是超过 2022 年同期的
290%以上，是 2019 年同期的 110%。其
中，重庆供需两旺。

报告显示，截至4月19日，景区门票预
订量较2019年增长超3倍。作为全国热门
旅游目的地，重庆表现十分抢眼。目前，重
庆的长线游订单同比2022年增长20倍，十
大热门景区为重庆欢乐谷、重庆动物园、重
庆融创水世界、武隆天生三桥、乐和乐都动

物主题乐园、重庆融创渝乐小镇、巫山小三
峡、重庆融创海世界、重庆云端之眼观景台、
大足石刻。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游客转向小众
目的地。如，云南芒市、山东淄博、海南万
宁、四川西昌等地的旅游人气高涨。

报告显示，今年游客的年龄普遍更加
年轻。从年龄分布来看，截至4月19日的
预订数据显示，00后游客订单占比35%，

90后占比30%，80后占比26%。00后人
群首次超越90后成为假日旅游的“主力
军”。

在出境游方面，目前，66%游客的意向
集中在东南亚、日韩等亚太地区。

从机票数据来看，出境客源地主要为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尤
其是上海，贡献了30%的出境订单。

报告显示，“五一”长线出游的订单占比

接近70%。从酒店入住天数来看，住3天和
住4天的人数占比均有增高，其中入住4天
的人数占比增长最为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经历了3年“周边游”的
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玩法明显升级。
其中，高品质的景区玩乐套餐迎来爆发。
如，“景区+音乐节”“景区+美味大餐”“景
区+沉浸式科技体验”等组合产品深受消费
者青睐。

机票热度同比超290%“五一”长线游火爆
重庆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20倍

□臧博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一个散发着文化
气息的节日。为了迎接这个日子，重庆开
展了“书香重庆·全民阅读盛典”和“近悦
远来·书香重庆”文化惠民书展等一系列
活动。

热闹背后也应看到，实体书店面临的
困局仍然存在。即便是钟书阁、言几又、诚
品这样的知名书店，也时常陷入经营困
境。实体书店，是城市的诗意栖居地，是文
化的重要传播者和引领者，如何吸引更多

人，需要思考更多市场逻辑之外的因素。
书店要吸引更多人，首先要坚守初

心。书店，归结到底是一个展示书籍、销售
书籍、以书会友的地方，是让读者看书、引
导读者购书、吸引读者复购的经营性场
所。电商折扣大，实体书店所售书籍价格
上没有优势，但是感受书籍散发的油墨香、
欣赏书籍装帧设计、浏览全书梗概，这些是
网上购书无法提供的。实体书店需要做
的，就是提供更多叠加在专业性、文化性的
功能，例如舒适的阅读环境、专业耐心的
服务、读者交流互动，等等。

吸引人的书店，往往有其独特的气
质。这种气质，源自书店的定位、精神与
传承。许多人把实体书店的经营困难的
原因，归结为没跟上时代潮流。其实，与
其说是没跟上，不如说是跟得太紧太近
了。网红化、景点化、背景化，是许多书店
博“出圈”的通行做法，但书店终究不是景
点。在人来人往中沉淀下来的“精神”，在
周而复始中沉淀下来的“气质”，最能打动
人。只有如此，才能固化老读者群，吸引
新读者靠近，形成一个围绕书店气质的

“朋友圈”。

书店，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
间。书店与一般性经营性场所的最大区
别，就是它既有商业属性，又有文化属性，
还有社交属性，是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体书店就是城市文化
的象征。关于城市文化，实体书店能做的
有很多，例如广泛参与到社区、街道的公
共文化服务中，为周边居民提供许多更加
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守住这个底层
逻辑，让书店与城市同频共振，才能吸引
更多人前来。

“有了书店，城市就不会孤单。”这句
话，曾经温暖过许多人的心。在世界读书
日，期待更多实体书店活下去、活得好，成
为山城靓丽的文化风景，让氤氲书香飘满
山城的每个角落。

实体书店，如何吸引更多人

全市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云钰）4月21日，
以“‘渝’见书香 共赴成长”为主题的重
庆市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启动仪式在渝
中区天地人和街小学举行。

据了解，我市将打造“重庆市中小学
数字图书馆”，着力建设100个市级“书香
校园”和1000个市级“书香班级”，打造一
校一品、一班一格的书香育人氛围。

我市各行各业还将开展一系列青少
年学生阅读品牌活动。例如，市委宣传部
将开展“少年向上”主题教育读书活动、

“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
践活动、“护苗·绿书签”读书活动；市委网
信办将打造一批网络文明素养实践教育
基地。

“我是荐书人”评选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欣）4月22日，
解放碑文化惠民书展活动区，“书香新华·
我是荐书人”2023全民阅读好书推荐评
选活动决赛举行。

“书香新华·我是荐书人”2023 全
民阅读好书推荐评选活动由重庆新华
书店集团主办，4月1日启动以来，吸引
了众多市民报名。参加推荐的书籍，来
自市委宣传部与重庆日报共同推出的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第 1—36期推
荐书目。

经过激烈角逐，根据评委现场评
分，学生组、成人组分别评选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4
名。

关注“4·23”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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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涪陵区蔺市街道泡桐村，当地村民在涪陵图书馆乡
村振兴主题分馆内看书学习。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4月22日，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市民们在雨中逛街。近日，
冷空气来袭，重庆迎来“换季式”降温，市民的着装从前几天的短
袖短裤又换回了长衣长裤。 见习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重庆迎来“换季式”降温

4月20日，重庆图书馆智慧重图微体验区，市民在体验
数字阅读。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