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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4月2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办
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
信。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
的共同追求。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
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
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找到了
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在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
方愿同各国一道，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
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探索
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提供新助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由中
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近 80 国政府、智
库、媒体代表参加。

本报讯（记者 小言）4月23日是第28个
世界读书日。西宁市民每天会花多少时间
阅读呢？倾向于纸质阅读还是数字化阅
读？近日，市统计局开展的2022年全民阅读
状况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我市市民人均每天
阅读时间为53.74分钟。我市市民阅读状况
呈现五大特点。

特点一：近六成受访市民平均每天阅
读 30 分钟及以上。调查显示，56.42%的受
访市民平均每天阅读时间为 30 分钟及以
上。其中：阅读时间 30 分钟—1 小时的占
26.82%，1 小时—2 小时的占 12.57%，2 小时
以上的占 17.04%，人均每天阅读时间为
53.74分钟。

特点二：近八成市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

调查显示，75.70%的受访市民喜欢数字化阅读
方式，我市市民每年电子图书人均阅读量3.39
本；18.99%的受访市民选择纸质阅读，我市市
民每年纸质图书人均阅读量2.12本。

特点三：六成以上市民在数字阅读时的
付费意愿持续提升。调查显示，63.69%的受
访市民在数字阅读中有支出。其中：支出50
元—100元的占比13.41%，支出100元—200
元的占比 10.61%，支出 200 元以上的占比
13.13%，我市市民每年数字化阅读人均支出
58.66元。

特点四：时事新闻、生活常识是市民阅
读主要内容。调查显示，55.87%的受访市民
选择时事新闻，54.47%的受访市民选择生活
常识；选择专业知识、娱乐休闲的均占比40%

以上。
特点五：工作或学习需要、满足兴趣爱

好、增长知识是市民阅读的主要目的。调查
显示，受访市民阅读目的分为四个层次：一是
工作或学习需要的占比为63.97%，满足兴趣
爱好的占比为 60.06%，增长知识的占比为
52.23%；二是日常生活需要和开阔眼界的占
比分别为44.97%、41.62%；三是提升修养和休
闲娱乐的占比分别为36.87%和34.08%；四是
掌握实用技能的占比为23.74%。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西宁市民人均每天阅读53.74分钟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4月21日，以“阅
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3 年

“4·23”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暨河湟读书节
在西宁市图书馆启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推进我市2023
年全民阅读工作，不断提升“幸福西宁·书
香夏都”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影响力。本次
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主办，西宁市图书馆承办，各县
区图书馆协办。

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为前十届西宁市优秀“书香之家”
代表和历年来为西宁市图书馆捐赠书籍的
优秀代表颁发了证书。青海人民出版社向
西宁地区8家公共图书馆捐赠了图书。现
场表演的童谣《河湟书事》、合诵《读中国》

《理想》、阅读情景剧《读书让我们遇见美
好》等经典诵读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书香浓郁、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活动当天，西宁市新华书店、西宁书
城、几何书店及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
出版社等18家单位现场开展了新书展读、
新书推荐、优惠购书等形式的宣传活动。
五区二县图书馆、西宁市各读书社团（组
织）也在现场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开展推介
宣传，积极宣传各县区精品旅游路线，突出
文旅融合特色。活动现场同时搭建非遗、
文创展位平台，让更多市民了解、参与、弘
扬河湟非遗文化。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西宁市图书馆线上平台等媒介也开展
资源推介、讲座回顾、阅读分享、有奖互动
等各类线上阅读活动。丰富多彩、精彩纷
呈的读书日特别活动，以阅读凝聚力量，以
阅读传递书香，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浓厚氛围，深入推动了学习型社会
建设。

此次世界读书日活动创新性嵌入河湟
读书节同步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将开展
多场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
动，呈现活动时间开放、活动周期延长、活
动内容多元、宣传形式多维、参与力量广泛
等特点，让广大市民读者体会到一个不一
样的“世界读书日”。

活动月期间，我市将陆续推出“讲一个
与河湟有关的故事”西图读书会、“西图飞
花令·河湟童谣”未成年系列阅读活动、“青
春之歌 缘聚河湟”青年节读书分享、“了不
起的非遗·河湟篇”图文展等线上线下活
动。此外，实现电子社保卡线上开通免押
金读者证、逾期图书归还免扣积分等惠民
阅读活动，读者凭青海省电子社保卡在西
宁市图书馆公众号平台上即可开通读者
证，零门槛、免押金，阅读体验更快捷、更方
便、更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年3月，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紧紧围绕

“公正和效率”这个主题，着力在促公正、提
效率、强队伍上下功夫。同时，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

“质效双优”活动，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
展。全市法院严格落实上级法院要求，紧
抓公正和效率，以公正司法的具体举措践
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牢牢守住公正司法生命线。

狠抓办案质量，以最大力度实现司法正
义。办案质量是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和保证，
也是人民群众直观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
途径。全市法院把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
尊重审判规律，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
律，让司法裁判真正符合人民群众普遍的、
朴素的感受，成为筑牢司法公信力的基石。
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庭
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公正裁判中的决
定性作用，通过程序公正实现案件审理裁判
公正，让司法公信力体现在司法程序的全过
程、各环节。建立裁判规则提炼和典型案例
示范机制，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避免
因“同案不同判”导致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下
降。完善“四类案件”精准识别和智能监管
机制，正确处理好放权与监督的关系，规范
审判权力运行，严把案件质量关。

紧盯解纷时效，以最快速度兑现司法承
诺。高效司法是人民的期盼，在确保办案质

量的前提下要以最快速度推动纠纷化解，减
少人民群众诉讼成本。全市法院突出抓前
端、治未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不断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
协调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构建起立体多元的
解纷工作大格局。发挥诉前调解的解纷功
能，健全司法确认制度，优化诉调对接流程，
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切实减轻人民群众
的诉讼负累。持续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轻重
分离、快慢分道，实施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
管理，用更高效率跑出审判“加速度”。

厚植为民情怀，以最实举措提升司法温
度。司法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人民法院的根本宗
旨。全市法院紧盯人民群众在“打官司”过
程中急难愁盼、堵点痛点问题，着眼于解决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立审执各环
节创新举措，强化一体推进，切实把司法为
民落到实处。不断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健
全配套机制，强化诉前调解与登记立案的衔
接，不断完善网上立案、自助立案，拓宽立案
通道，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牢记小案
件事关大民生的道理，妥善审理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涉民
生案件，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每
一个案件，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
感。

加强队伍建设，以最硬铁军扛起司法
担当。全市法院以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为
重点，抓实建强高素质法院铁军，把每位法
院干警打造成为彰显司法公信力的一面镜
子、一个窗口。全面抓牢政治素质，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法院工
作实际真正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司法审

判工作。深入抓实业务素质，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领导干部带头调研，推出“三探三议”
调研法。着力抓好职业道德素质，把纪律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严管厚爱，敢抓敢管、
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三个规定”，自觉接受
人民群众、代表委员监督，筑牢公正廉洁司
法的底线。

民之所向，法之所立。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使命要求，全市法院将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和“质效双优”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司
法公信力，努力营造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浓
厚干事创业氛围，以公正司法的具体举措在
法院工作全流程、各环节上深入践行习近平
法治思想，牢牢守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

（文字整理 记者 李雪）

本报讯（记者 王琼 摄影报道）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新时代主旋律，满足残障群体多样化
的阅读需求，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

之际，4 月 21 日，西宁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
90名视障群体、听障群体、肢残人士在西宁
市图书馆开展以“书香致远 启航新程”为主
题的阅读活动，让全民阅读的春风惠及每位
残障人士，浸润生命底蕴。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本次活动主
题鲜明，亮点纷呈，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由
听障人士和志愿者演出的舞蹈《盛世花开》表
达着残障人士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展现出新
时代残疾人的新风貌、新精神、新形象；优秀
残疾人作家和阅读达人录制的阅读寄语视
频，送来殷殷祝福和真诚的期望；红色家书情
景朗诵《让家书传承红色信仰——穿越时空
的对话》，带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感受红色
家书浓厚炽烈的初心使命和共产党人坚定的
信仰力量；我省听障诗人张占林老师的原创
河湟诗歌《我热恋的故乡》，蕴含着饱满的情
思和深沉的内涵，听障作家应小青老师亲临
现场，结合阅读及写作经验，分享阅读故事。

为了增加互动性，活动还贯穿了知识竞
答环节，大家纷纷踊跃作答，现场的氛围紧张
而又热烈，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知识
的理解与巩固。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
活动的开展，拓展了残障群体阅读的深度和
广度，形成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激发了他们热爱知识、融入社会的热
情，进一步打造了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精神
风貌，助推了残障群体阅读工作迈向新征程。

全民阅读让特殊群体体会阅读的乐趣

习近平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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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23年世界读书日全民
阅读暨河湟读书节活动启动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守牢公平正义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