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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实习生 董雪

4月17日上午，解放碑下，细雨蒙蒙，书香
正浓，2024巴渝书市在十字金街正式开幕。
本届书市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新闻
出版局、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等主办，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以书之名，重庆读书人迎来一场为期
8天的全民阅读盛宴。

开幕式上，《重庆市2023年全民阅读指数
评估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多项指
标显示，我市全民阅读工作成效显著。本次调
查问卷基于《重庆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指标体
系》中的相关维度，聚焦居民阅读行为、态度和
环境，具体包括综合阅读率、阅读时长、读书购
书水平、阅读服务设施利用和阅读推广活动参
与等基本情况。调查评估起止时间是2024年
2月至4月，范围涵盖全市38个区县及两江新
区、重庆高新区和万盛经开区的城乡居民。

重庆居民综合阅读率持续增长

居民综合阅读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
居民综合阅读素养的最基本指标，主要体现居
民阅读参与情况。报告显示，2023年重庆市
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包括纸质阅读和数字阅
读）为 92.03%，较 2021 年的 91.96%增长

0.07%。其中，城市和农村成年居民综合阅读
率分别为94.58%、86.24%；居民的纸质阅读率
85.65%、数字阅读率94.08%。

阅读时长方面，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
日均综合阅读时长为39.8分钟，较2021年水
平增长1.8分钟。2023年，成年居民日均纸质
书阅读时长约为35分钟，数字阅读时长约为
48.6分钟。其中，城镇居民日均阅读时长41.1
分钟，农村居民日均阅读时长37.9分钟。就不
同年龄人群来看，青年人（18-45岁）日均读书
时长约为36.8分钟，中年人（46-59岁）日均读
书时长约为45.2分钟，老年人（60岁及以上）日
均读书时长约为38.3分钟。

报告显示，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人均
阅读纸质图书4.2本，电子图书5.3本，听有声
书3.6本，平均阅读量为4.76本，较2021年增
长了0.07本。语言文学艺术类和综合类书籍
最受重庆市民欢迎。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
人均购买6.25本纸质图书，4.11本电子书和有
声书，平均购买量为5.05本，较2021年增长了
0.09本。

2023年重庆市全民阅读公共阅读推广活
动平均知晓率为81%，平均参加率为51.16%，
平均满意率为54.3%。各类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中，主城都市区和渝东新城居民的参与度及
满意度最高。2023年重庆市居民对各类阅读
服务设施的平均知晓率为89.53%，其中对实
体书店的知晓率最高；平均使用率46.9%，其

中对网上书店的使用率最高。居民对公共阅
读服务设施平均满意率为61.1%，对经营性阅
读服务设施的满意率为64.12%。

重庆青少年最爱这三本书

本次调查设计了针对重庆青少年的专项
阅读调查评估，问卷采用《重庆市青少年阅读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相关维度，重点围绕
重庆市范围内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三个方面来展开，从阅读的兴趣、时间、时
段、场所、目的、选择、偏好、能力、方法、媒介等
多个维度进行调查。

报告显示，2023年重庆市青少年群体日
均课外阅读时间33.71分钟，日均阅读时间延
长与年龄的增长正相关。其中小学1—3年级
阶段最低，26.68 分钟；小学 4—6 年级阶段
33.94分钟；初中阶段36.63分钟；高中（中职）
阶段最高，40.77分钟。青少年群体上学期人
均购纸质课外书6.88本，人均家中拥有纸质图
书36.32本。

青少年阅读最主要的原因是丰富知识、开
阔眼界，其次是个人兴趣。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调查显示，青少年群体阅读兴趣评分
3.55（满分5分），未来一年青少年的阅读意愿
3.84（满分5分）。从数据来看，青少年群体阅
读兴趣和阅读意愿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内在动
力强，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023年重庆青少年最爱的三本书分别是
《稻草人》《昆虫记》《小王子》。影响青少年购
买课外图书的最大因素是书名或内容简介，
其次是畅销榜单。青少年阅读偏爱语言文学
艺术类、综合性图书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
图书。最感兴趣的阅读主题是征文、书画、演
讲、朗诵活动、亲子共读、师生共读等。

超六成青少年称父母陪伴阅读不足

报告显示，青少年认为老师对课外阅读习
惯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父母、同学。需要特别
提醒广大父母注意的是，超六成青少年表示父
母共同陪伴阅读不足，妈妈陪伴显著高于爸爸
陪伴。妈妈陪伴阅读占比28.1%，爸爸陪伴阅
读占比7.8%，父母偶尔陪伴阅读占比43.3%，
父母几乎不陪伴阅读占比20.8%。倡导家庭
陪伴阅读应当作为促进青少年阅读的重点工
作。

有意思的是，超七成的青少年对于AI辅
助阅读呈接受的态度，已使用AI辅助阅读的
青少年对“AI能帮助快速了解图书内容、写作
背景、图书评价等方面的信息”的作用认同度
最高。

报告还对当下青少年对红岩精神的了解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最愿意了解红岩
精神知识的方式是书籍、电影和网络，最不喜
欢的方式是讲座。

看看你读书达标了吗

重庆成年居民人均阅读纸质图书4.2本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4月
12日，2024年重庆市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
在渝北区举行。启动仪式上，重庆市癌症中心和重庆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发布了《重庆市居民常见恶性
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2024版）》（以下简称《科普指
南 2024 版》），与以往的版本不同，《科普指南2024
版》在原有25个癌种的高危人群、筛查建议的基础上
进行了升级，新增了“预警信号”部分，帮助民众识别
日常生活中身体发出的“癌症信号”。

癌症不再是绝症

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上升，
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之一。

2022年，重庆市新增恶性肿瘤确诊病例10万
例，报告死亡病例超过5.7万例，总体呈上升趋势。
发病前10位的恶性肿瘤依次是肺癌、结直肠癌、肝
癌、乳腺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胃癌、宫颈癌、脑及神
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

但在医学不断进步的今天，癌症已不再是人们传
统认知中的绝症。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徐波
表示，癌症实质上已成为一种可预防、可筛查、可治疗
的慢性疾病，其发展大多需要数年时间，这为我们提
供了预防和控制的契机。

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指出，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
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避免的，三分之一的癌症若能在
早期发现，则完全有可能得到根治。“预防为癌症控制
提供了最具成本效益的长期攻略。”徐波说，对于高发
癌症如肺癌、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如果能在早期发现
和规范治疗，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90%以上。
通过早期诊断和治疗，仍有可能在癌前病变阶段及时
发现并治愈它。

身体的某些预警信号不容忽视

《科普指南2024版》新增了“预警信号”部分，帮
助民众识别日常生活中身体发出的“癌症信号”。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李咏生表
示，多数癌症早期无特异性表现，但身体出现的某些

“预警信号”不容忽视。这些信号可能包括：身体浅表
部位出现的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
加深或迅速增大；身体出现哽咽感、疼痛等异常感觉；
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
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带血；持久性声音嘶
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流鼻血，头痛；阴道异常
出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应及
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以明确罹患癌症的可能性。

科普指南新增预警信号，市民可自查

由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47名专家编
审的《科普指南2024版》在更新内容时，不仅结合了重
庆地区的实际情况，还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编写内容。

“该指南从高危人群、预警信号和预防筛查三个
方面入手，以简洁、权威且易懂的语言普及防癌抗
癌知识，是公众识癌防癌的口袋书。”徐波表示，市
民可依据个人实际情况，对照指南中的高危因素，
警惕各种癌症的危险信号，并积极参与癌症筛查，
从而有效预防和控制大部分常见恶性肿瘤。

重庆发布指南
预警“癌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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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评论员观察

□黄子芸

近日，一段短视频引发热议：火车
卧铺车厢里，一位阿姨吐槽在下铺挂
帘子的年轻人，称其不让一位70岁的
老人坐下，呼吁大家都来“评评理”。

来“评理”的网友，没有站在这位
阿姨一边。有人认为，购买了下铺就
有使用权，不该被“道德绑架”；还有人
说，“不是谁拍视频谁有理”。

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没有
明确规定不能使用围挡，不影响其他旅
客情况下可以使用，但需要跟各位旅客
协商好。”可以看出，铁路方面也并不支
持这位阿姨的诉求。那问题出现了，怎
么解决？丢给旅客自行协商。怎么协
商？谁来协商？协商没用咋办？旧的
问题还没解决，新的疑惑又来了。

笔者认为，在这场“下铺挂帘”之争
中，不必将两代人对立起来，但和稀泥
也解决不了真问题。一方面，这一争议
所凸显的，是公共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观
念碰撞；另一方面，火车卧铺车厢座位
少的问题由来已久，“下铺能不能挂帘”
的根本矛盾是“非下铺乘客坐哪儿”。

第一层，观念摩擦的润滑剂是相
互尊重与宽容，这需要寻找情、理、法
的平衡。遵守规则，是人身处公共场
所的底线，无论是哪个群体，都应该具
备规则意识。当然，各守“本分”不意
味着不讲“情分”，互相之间多些沟通、
少些利己总不是坏事。不过，一旦某
一方侵害了对方的合法权益，就必须
受到惩治。

第二层，破解此事中座位的供需
矛盾，主动权在于铁路部门。诚然，
改造车厢增设固定座位暂不现实，但
提供便携式折叠椅等方式，不也是扩
大座位供给的可行思路吗？同时，铁
路方面不妨结合大数据，在售票时就优先为老、
弱、病、残、孕等群体提供下铺，别让矛盾在开车
后升级为冲突。

“下铺挂帘”之争，可能并非孤例，它在现实中
还将以其他不同形式继续出现。这在提醒提供公
共服务的部门，服务要力求更加精细化，多考虑不
同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尤其要说的是，在当前公共
服务还无法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下，人们不妨多
拿出一些同理心，别弄丢了人情味。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学生）

﹃
下
铺
挂
帘
﹄
之
争
暴
露
了
哪
些
真
问
题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世界太大，脚步太短。如果你难得远行，
书就在那里，为你保留着通往世界的坦途。

西川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限的，阅读
能让我们跨越这些看不见的范围和边界。是
的，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目光无法
触及的过往，文字也可以。在有限的生活里，
能带你我越过限制、走向辽阔的，是阅读。

4月，是春暖的时节、阅读的时节。一年
一度，我们思考阅读的意义。阅读，无疑是一
件很私人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的方式
和体验；阅读，也是一种公共文化行为，联合
国《图书宪章》第一条就明确，“每个人都有阅

读的权利”。
当一个人选择在阅读中走向辽阔，这意

味着他选择了知识体系的完善、文化视野的
开拓，又或许，是精神困境的突围、思想高度
的攀升。

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和吃饭一样重
要。不多读、多思、多学，感受就会迟钝，内涵
就会见底，思维就会僵化。有人说，“要在阅
读中把自己打开”。打开，把自己打开，在书
中与人类智慧、古今中外链接，这是阅读赋予
人的“超能力”。

被这种“超能力”武装的人，在面临现实难
题时，可能依旧无计可施，但一定不会无所适
从。正如麦家所言，读书不是向外的利器，而
是回家的路。阅读教会你我的，是如何于纷繁
复杂之中保持宁静，如何在向外探寻中学会向
内求索。

当一个人开始向内求索，构筑起稳固的

精神世界，就会发现真正的辽阔。《读》一书
中，有张照片叫《废墟上的阅读者》，它呈现出
这样的场景：1940 年，战火纷飞的伦敦，在一
座图书馆的残垣断壁间，三位读者静立其中，
选书、读书——看，即使在最绝望的日子里，
阅读依然是一种坚定的选择，也彰显着人格
的高贵与笃定。

今天，阅读更多发挥着修身养性的作用，
扮演柴米油盐之外的“诗和远方”。对于一座
城市而言，追求人文立城，就需要涵养人居生
活的诗意，鼓励人们在阅读中寻觅远方。有人
翻书，是一座城市最美的样子，也是她的生命
力之所在。

上个月，重庆轨道交通 6 号线上，一位
挑菜筐的“行吟诗人”火了。这位菜农在回
家的路上，途经洪崖洞，面对壮丽夜景从容
吟诗一首。他只有初中文化，却嗜书如命，
认为生活因阅读而幸福，“只有读书的人才

能明白读书的快乐”。
重庆，爱书之人不绝。2023年，重庆全市

开展基层阅读活动超8000场次，活动参与人
次超1300万。4月，是法定的重庆市全民阅读
月。就在昨天，“近悦远来·书香重庆”2024巴
渝书市正式启动，此次书市的规模为历届活动
之最，将为市民送上一场场文化盛宴。

“近悦远来，归如流水”，又何尝不是山城
在阅读中走向辽阔的写照。城市气质的涵养，
取决于无数个体的行为选择，而全民阅读就是
塑造社会风尚的途径。以阅读滋养一座城的
浩然精神，同时也是在丰饶她的文化事业、浸
润她的文化底色、传承她的文化品格。

赫尔曼·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
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
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
四月正是读书天，读书不止四月天，趁春光正
好，一起来读书吧。

当 一 座 城 在 阅 读 中 走 向 辽 阔当 一 座 城 在 阅 读 中 走 向 辽 阔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美食只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味觉刺激的吗？
不是。刚刚结束的重庆旅游美食“渝味

360 碗”发布仪式，给出了清晰答案，也让人通
过一次美食评选，解读出小碗菜后的大门道：
原来，官方认证“盖戳”的地道美食，不仅是游
客可以“闭眼选”的舌尖好物，还隐藏着许多吃
以外的学问。

360碗美食里，有文旅与美食融合的故事。
层层筛选，优中选优，综合考量，说到底是为了
推介，让更多人跟着美食去旅行。南川泉水鸡、
潼南太安鱼、开州大混蒸、梁平张鸭子……当一
个个菜名与地方深度绑定在一起，美食就不再
局限于一碟一碗、一桌一餐，而是与当地文旅紧
紧捆绑在一起。在此前提下，要思考如何挖掘
美食资源，保证美食IP含金量，让菜品的质量、
特色、分量、价格都能击中消费者的心。讲好了
舌尖上的故事，也就讲好了文旅美食的故事。

360碗美食里，有关于食品产业的故事。一
道菜摆上桌，背后是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销

售的一整条产业链。这些“一道菜一产业”的链
条，或长或短，或简单或复杂。例如重庆老火
锅，就是产业链长且复杂的代表。立得住、叫得
响、卖得好的“渝味”美食，都如小小秤砣，稳住
了产业链，也稳住了许多人的幸福生活。进一
步寻找产业链交集合作的可能，结成规模更大、
联系更密的产业网，将利好更多领域，成就“一
碗菜带动千万家”的佳话。

360 碗美食里，还有着重庆文化传承的故
事。“了解一座城市，除了脚步的丈量，还有味觉
的体会”，这是市文旅委冉华章的感慨。去一个
地方游玩，许多人喜欢“走一路吃一路”，只有真
正的特色，才能让人记忆深刻、过口难忘。重庆
美食，源于重庆的好山好水，凝结千百年的传承
与改良。这让每道精挑细选的“渝味”菜品，拥
有了独特的烟火烙印与文化特征。人们品尝着
风格不同、味道各异的美食，也想象着它们一路
走到餐桌上的过程。从这个层面来说，360道菜
的文化故事，才刚刚被发掘，其背后的深刻内
涵，值得更多人来述说。

一道菜一个味道，一道菜一个产业，一道菜
一个故事。360碗美食，承载着重庆人的情怀，
讲述着重庆城的故事。期待更多人，用舌尖感
受“渝味”，用味觉丈量城市，在麻辣鲜香的巴渝
味道中，发现更多精彩的重庆故事。

在在360360碗美食中发现重庆故事碗美食中发现重庆故事

王大爷最近有些纳闷：自己空闲时刷的养生视频，怎么内容都被儿女知道了？据《法
治日报》报道，部分App的“熟人推荐”关闭功能形同虚设，用户点赞过的内容、购买过的东
西、观看过的直播等，都可能因平台推送机制，被好友和其他人知道。

点评：“熟人推荐”可以有，侵害隐私不能忍。治理该功能所引发的乱象，需要相关部
门强化监管，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保护机制。平台尤其要遵纪守法，履行保护用户隐私的
法定责任；用户感到被“熟人推荐”冒犯，也可以积极举报，维护自己不被“偷窥”的权利。

4月17日，解放碑商圈，2024巴渝书市在此开市。市民徜徉在书海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书籍。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记者赵欣整理 制图/曹启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