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实习生 刘名扬

作为我国出版领域三大盛会之一，
书博会在时隔 18年后重返重庆，将为

“书香重庆”建设带来有力助推。以本届
书博会东道主身份亮相的重庆出版界，
将带来哪些“渝字号”出版精品？7月23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重庆新华出版集团、
重庆大学出版社和西南大学出版社的相
关负责人。

重庆新华出版集团：
一批抗战主题、重大主题出版

精品将亮相

重庆新华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斌介绍，该集团一批抗战主
题、重大主题出版精品将集体亮相。

7 月 25 日，“山河回响·烽火弦
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作品发
布及抗战主题音乐会将在主会场举行。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
《铭记历史唱响和平——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抗战主题经典音乐作品集》《日本远
东战争罪行丛书（第三辑）》等重点出版
物将首次发布。

同日，该集团还将发布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李勇刚教授撰写的通俗理论读物《这

个“法宝”不一般——解码“两个结合”》，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王伟光和重庆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
副所长冯颜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
沿热点问题研究丛书》，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主编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当代解读与中国道路
丛书》等新书，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成果，生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

重庆大学出版社：
巴渝特色出版和科幻文学研究

是亮点

“本届书博会我们准备了一大批高水
平学术著作和大众喜爱的市场图书。”重
庆大学出版社社长陈晓阳介绍，巴渝特色
出版和科幻文学研究是亮点。

以巴渝文化特色出版为例，《〈苦干〉
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
首都》，客观真实记录了从 1937 年到
1940年间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城市生活景
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坚韧、忠勇的重庆
精神；再如《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
转变》，作者探讨了明代、清代、民国时期
重庆的城市规模、空间分布和形态，从城
市建筑来研究城市空间演变，从而反映重
庆历史。

西南大学出版社：
专注于乡村发展、陆海文明互

鉴等领域

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发钧表示，一
批乡村发展、陆海文明互鉴、地方文化特
色等领域的出版精品将与读者见面。

以乡村发展主题为例，该社推出了
“中国乡村振兴学”“乡村振兴探索丛书”
以及“从想法到落地——乡村振兴系列丛
书”三个系列，既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理论
指导和实践案例，也为关注乡村问题的读
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三大出版机构携抗战主题、巴渝特色等佳作亮相

“渝版”图书看点多

大力倡导“三个阅读”理念
让“阅读之美”滋养现代化新重庆

全民阅读，全民参与。
近年来，我市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正持续有效推

进、稳步向前。阅读，不仅仅是读书，它早已成为连
接个体情感、激活城市记忆、凝聚全民共识的精神纽
带。在积极推进现代化新重庆文化强市建设中，以
共同阅读、融合阅读、终身阅读为代表的“三个阅读”
新理念，已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同频共振。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
信自强的品格。放眼世界，回顾人类文明的进程，无
论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沟通交流世界优
秀文明，阅读始终是最基础的机制。即使在新技术
不断涌现的当今，阅读也是现代人终身学习的原点
和基础。哪怕人们总会被各种新事物吸引注意力，
也总有一种力量，让他们回到原点，这股力量，来自
阅读对人的内心的滋养。

从国家层面看，截至2025年，全民阅读已连续12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具体到重庆而言，2020年，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明确，每年4月为重庆市全民
阅读月，并将“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
推进全民阅读，完善并充分利用全民阅读设施，组织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供全民阅读服务，培养公众阅
读习惯”写进《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办法》；2022年，建立了由宣传、教育、文
化旅游等34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重庆市全民阅读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

互联网时代，阅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三个阅
读”新理念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共同阅读，能有
效地连接起人海中的你和我；融合阅读，让每一个人
得以探索读书世界的无限丰富；终身阅读，更是一座
城市、一个国家向学习型社会稳步迈进的必由之
路。近年来，重庆形成了百家图书馆、千家书店、万
个城乡社区书架等“百馆千店万架”服务设施，建设
了“蚂蚁找书”等融合阅读平台，推动建设共同阅读
网络，实施乡助阅读公益计划、有声能量驻场计划、
青春阅读梦想计划等终身阅读计划，在探索新型阅
读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重庆还将面向全球发
起建设共同阅读网络，大力倡导共同阅读，以阅读的
力量推动文明对话合作。

在重庆，随着“三个阅读”新理念的大力倡导，阅
读正在深度融入更多市民的日常生活。据统计，
2024年，重庆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达92.09%，

“书香重庆”品牌连续4年跻身全国全民阅读品牌传
播影响力前十。阅读之美，让现代化新重庆这片雄
奇山水底蕴愈发深厚，“书香重庆”的风景愈发动人。

建设“陆海出版文化综合体”
以“陆海胸怀”为高质量出版赋能

数字时代，阅读方式的不断迭代，也对出版行业
构建全新的阅读模式、打造融合出版产品提出了新
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出版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生产
方式的“融合出版”，更要在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场景
上实现“融合阅读”，从而让高质量的出版事业助推
全民阅读，拉近阅读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真正让阅读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以阅读的力量推动构建陆海叙事、城市叙事、现代
叙事，促进形成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的新网络，助力陆海
文明交流互鉴、陆海经济联动发展，现代化新重庆正砥
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
格局。在此大背景下，以“陆海胸怀”建陆海之城，既是
重庆人的福利和机遇，也是重庆人的担当和奋斗。

以“陆海胸怀”为高质量出版赋能，是重庆出版

行业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小而精，是重庆出版业
的一大特点。目前，重庆只有重庆新华出版集团、重
庆大学出版社和西南大学出版社3家出版单位，以
及141种期刊、46种报纸。与兄弟省市相比，体量虽
小，但秉承重庆城市精神，重庆出版界始终积极探索
城市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出版业在重庆城市文
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性基础设施作用愈发凸显。

以改革促发展。近年来，重庆在实施出版体系改
革中，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推动，以求突破。一方面，
在出版学科建设及其基本职能方面，探索出版学在知
识产品生产领域所具有的组织/创意、筛选/评论、成
形/复制、流传/阅读、教育/学术等基本职能；另一方
面，则是积极推动“陆海出版文化综合体”建设。

什么是出版文化综合体？市新闻出版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综合体以出版业为核心，按照“出版+”
和“+版权”的路径，发挥出版业在文化事业产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设一个具有综合文化功能的联
合功能体，兼具出版生产、创意聚集、版本获取、版权
交易、阅读推广、生态营造的文化功能体。

目前，综合体建设正稳步推进：今年初，重庆新
华出版集团和中信出版集团开展战略合作，成立“陆
海书局”，立足图书策划和知识服务，构建文字图像
化、图像视频化、视频智能化、产品IP化融合出版新
业态，推动出版产业转型，打造覆盖全球专家的知识
共同体；成立“陆海书院”，组织智库研究协同、人文
学术交流、出版国际合作等，聚合各方力量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出版物版本库、文化大数据库，探索建立
出版国际合作机制或组织，打造跨文化的出版共同
体；设立“陆海版权交易服务中心”，用好重庆自贸区
政策推动版权贸易，发挥东北—西南地区版权合作
联盟等区域合作机制的作用，适应重庆大力发展网
络游戏产业、网络视听产业的需求，探索建设版权共
同体；发挥出版业核心作用，打造西部创意产业集聚
区，打造“出版+”创意共同体。

让一座城爱上阅读
把书香化作涵养城市精神气质的力量

有人说，世界发展太快，变得越来越喧嚣。阅
读，能让人从喧嚣中抽离，找回从容平和的自己；书
香，能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是涵养城市人文精
神气质的重要力量。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广大市民来
说，一座可阅读的城市，是一份莫大的馈赠。一座爱
上阅读的城市，也会用智慧的爱，回馈生活在其中的
每一个人。

让一座城爱上阅读，正在成为“书香重庆”建设
最温暖的底色。以此为目标，从2024年12月开始，
重庆市全民阅读全新品牌“陆海讲读堂”，开始深度
滋养广大重庆市民的精神生活。“陆海讲读堂”由重
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重庆新华出版集团联合
策划，旨在以高质量、高水平的讲座为载体，在专家、
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促进全民阅读，助力
书香重庆、文化强市建设。该活动每月一次，陆续邀
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围绕自己的研究领
域、图书作品或阅读经历，为市民讲述研究成果、分
享人生感悟、介绍读书方法。大半年来，党史专家陈
晋、历史学家葛剑雄、心理学家彭凯平、作家李敬泽
等先后主讲，反响热烈。

如今，“陆海讲读堂”已经成为重庆市民心中的
殿堂级阅读活动，即使将每场规模扩大至1000人，
活动入场券依然一票难抢。对于重庆这座城市而

言，“陆海讲读堂”的光芒是如此耀眼。它的举办地，
包括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重庆大剧院等全国知名的
城市文化地标。有读者说，在重庆不仅要有到体育
场听明星演唱会的“时尚”，更要有到大礼堂、大剧院
聆听各界大家传递的“书香”。这，才是重庆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应该有的模样。

“书香重庆”日益深入人心。在《重庆市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办法》的制度保
障下，重庆阅读服务体系和阅读文化生态得以不断
完善：通过三项阅读主题会展强化引领引导，包括

“书香重庆”全民阅读月新闻发布会、“书香重庆”全
民阅读盛典、“书香重庆”全民阅读大联展；通过三个
阅读促进计划强化支持支撑，包括“书香重庆”乡助
阅读公益计划、“书香重庆”城市阅读空间计划、“书
香重庆”青春阅读梦想计划；通过三项全民阅读行动
强化参加参与，包括“书香重庆”全民打卡行动、“书
香重庆”全民创意行动、“书香重庆”绿书签正好行动
等，营造出浓烈的读书氛围。

目前，全市文化馆一级馆率95%，公共图书馆一
级馆率90.7%。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增至
746平方米。建设（村）社区书屋11000多个，建设
图书馆分馆1800多个并实现全市乡镇（街道）100%
覆盖。市财政近年投入1000多万元扶持实体书店，
新华书店始终发挥主渠道作用，西西弗书店为全国
最大民营书店，建成140多家融合阅读、展览沙龙、
轻食餐饮服务的“24小时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
新型文化业态。

书香满城传新韵，好山好水好风景。全民阅读，
阅见未来。满城书香，浸润日常。建设全民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现代化新重庆未来可期！

书香满城传新韵
好山好水好风景

——写在第33届全国书博会重庆开幕之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一纸墨香传千里，万卷好书聚巴渝。7月25日，作为我国最具规模和
影响力的文化盛会之一，第33届全国书博会将在重庆启幕。这也是时隔
18年，书博会首次回到正式定名的起点，并将迎来全新蜕变。18年时光荏
苒，书博会一路向新，“书香重庆”建设的步伐，始终行稳致远。

两江之畔书声琅琅，巴渝山水新韵芬芳。本届书博会期间，将有上千家
出版发行单位齐聚，线上线下超百万种图书参展，各种购书优惠福利更是高
达上千万元。浓浓的书香，将又一次在雄奇山水间，激荡起向上的力量。

书香，是重庆城市文化氛围的鲜明标签；阅读，早就深深融入重庆市民
的生活日常。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出版业发展和全民阅读
工作。让一座城爱上阅读，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在阅读
和出版的双重加持下，“书香重庆”建设的未来，令人倍加期待。

全市文化馆一级馆率
95%，公共图书馆一级馆率
90.7%

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
面积增至746平方米

建 设（村）社 区 书 屋
11000多个，建设图书馆分馆
1800多个并实现全市乡镇
（街道）100%覆盖

市财政近年投入1000多
万元扶持实体书店，新华书店始
终发挥主渠道作用，西西弗书店
为全国最大民营书店，建成140
多家融合阅读、展览沙龙、轻食
餐饮服务的“24小时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记者
7月24日从市民政局获悉，为提升重庆老年人居家
生活安全与幸福感，市民政局推出2025年居家适老
化改造产品“焕新”补贴政策，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
人均可申请，最高可享3000元补贴。

本次补贴可谓“放大招”，首先补贴范围广，涵盖
7大项39类产品，如厕洗澡安全、行走便利、环境改
善、智能监测、辅具器具等产品。其次补贴力度大，
我市按产品成交价的20%给予补贴，单人累计补贴
最高3000元。

此外，补贴超便捷，我市采用“消费立减”方式，
在指定线上线下渠道选购产品时，凭资格直接抵扣，
商家先行垫付补贴款，市民只需支付补贴后价格。

即日起，市民通过“渝快办”App搜索“渝悦养
老”，上传老人身份证，根据提示操作即可申请，亲友
可以代办，收货地址必须是重庆市内。

市民政局提醒，补贴金额有限，先报先得，领完
即止；或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二者以先到
者为准。

最高3000元

重庆居家适老化改造
“焕新”补贴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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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展台
工作人员正在摆放
图书。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7月24日，记者从市发展改委获悉，近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4年度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
案例》，我市重庆天地、光影鎏鉴——青年北滨娱乐、
重庆际华园3个典型案例入选。

重庆这三大消费新场景，究竟“新”在何处？

重庆天地

为城市青年打造文化艺术街区

重庆天地位于渝中区嘉陵江畔，属特色村落式
商业建筑群。

其开放式的街区，整体设计汲取重庆山水文化
特色，以堡坎砖墙、青瓦石板、流水树荫、错落庭院来
重塑山城传统院落空间。

长期以来，项目以“小而美的精致文化社交目的
地”为定位，持续引入丰富多元的特色商家，从餐饮
美食、文化艺术、时尚消费到精品酒店，不断顺应新
的消费需求，构建全新的“天地特色消费体验空间”。

重庆天地每年都会举行各种原创文化活动、国
内外知名艺术展览等，为大众带去前沿的艺术体验，
为广大城市青年构筑“空间+场景+社交”多元文化
艺术街区。

2023年重庆天地跻身重庆市首批国际美食聚
集区，以此为引擎，引进知名连锁川渝餐饮、品质西
餐、异域特色美食、活力轻食餐酒等，以满足不同客
群的用餐需求。

2024年5月22日，全国首条以“国际友城特色
餐饮”为主题的美食街区——国际友城美食街在重
庆天地正式开街，现街区内国际美食总计12家，其
中，美洲地区餐厅3家、欧洲地区餐厅2家、亚洲地
区餐厅7家，形成以欧美菜品为特色、日韩菜系为品
牌、东南亚菜为亮点的国际友城美食新格局。

光影鎏鉴

塑造滨江夜经济生态

鎏嘉码头位于重庆市两江四岸核心区北滨一
路，坐拥滨江自然景观、新旧交融人文景观，夜间光
影四射。

该项目自2014年全面开街以来，形成了以光影
为主题，集文旅、娱乐、餐饮、购物、健康、住宿六大消
费场景，集合青年消费群体为主的独立的滨江夜经
济生态，提供超1500个创业就业岗位，为重庆夜经
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特别是鎏嘉码头依托4A级景区特色及娱乐业
态，结合重庆两江四岸夜景优势，深度打造“光影+
旅游”“光影+音乐”“光影+夜市”“光影+夜读”“光
影+夜宿”五大消费新场景，通过档期活动与特色主
题内容打造吸引外来消费。

比如，鎏嘉码头打造“光影+旅游”潮流体验，文
创、餐饮、手工艺品等各具特色的摊位琳琅满目，四
方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挑选心仪的
潮品，感受夜市的热闹与繁华。

同时，这里还力推“光影+音乐”娱乐潮流，
DNA CLUB、江湖酒馆、More LIVEHOUSE、音
乐房子、梦田音乐等时尚娱乐空间，是年轻人释放压
力、享受夜生活、畅游音乐海洋的理想之地。

重庆际华园

极限体育释放独特魅力

重庆际华园极限运动小镇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以
极限体育为主题的国家4A级景区、首批国家级体
育特色小镇，地处重庆龙盛新城——两江协同创新
区，已建成全球最大室内综合极限运动中心、重庆首
家大型室内滑雪馆、国防教育基地、风情商业街、球
形地标建筑、冰雪主题酒店等。

这里已形成以室内跳伞、室内滑雪、室内冲浪、
室内攀岩四大王牌项目为核心，涵盖大众娱雪、蹦
床、高空滑翔、射箭、拓展运动等众多运动类型的复
合式、立体化项目体系。

该项目大力发展“体育+”业务生态圈，着力打
造集冰雪体验、极限运动、健康生活、亲子游乐、休闲
娱乐、旅游度假于一体的城市体育旅游综合目的地。

依托“吃住行、游购娱、运健学”的一站式体旅消
费服务，把握“全季节、全天候”的场景优势，积极承
接休闲文旅、研学旅行、赛事活动等。

自开业以来，年均接待游客约35万人次，累
计接待研学学生超40万人次，成功举办2场国际
级、11场国家级室内跳伞、冲浪、攀岩等专业竞技
赛事。

重庆3个案例
入选全国典型消费新场景

（记者 赵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