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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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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读纸读”“”“数读数读””谁更受青睐谁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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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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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今年的五一假期还没到来，但是从已经发布的数据看，五一
期间旅游市场的火爆几乎可以提前预见。部分热门景点已经提前发
布错峰、限流提醒。与此同时，新晋“网红”城市淄博等地，则加大了
吸引游客的力度。

优质酒店、景区资源“抢手”
调查发现，在一些热门旅游城市，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的房价已经

普遍上涨，西安、长沙、昆明等很多城市中心区域已经难以找到500
元以下的快捷酒店。

大连一家旅行社的线路对接经理贺女士介绍，虽然此前已经预
判到今年五一假期出游会比较火爆，但是在和各地的地接酒店、景区
联系资源的时候，甚至需要接受当地竞价。“有很多旅行社希望能够
获取当地的一些酒店、景区资源，但是往往有好几家旅行社都希望能
够拿到同一个优质资源，所以今年很多地接酒店、景区就会搞拍卖，
谁出的钱多谁才能拿到。”

“新冠疫情之前，在假期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是同行竞争都没
有今年这么激烈，价格感觉要比往年有30%的上涨，一些热门线路涨
幅可能更高。”

淄博带火整个山东线路
贺女士还告诉记者，今年五一的跟团游热门线路还是相对固定

的。“像北京、西安这样之前就很热的目的地，现在依然是热门方向。”
过去在跟团游中表现平淡的山东线路今年五一也备受关注。“大多

数游客都是因为关注了淄博烧烤和泰山景区的火爆而关注山东这条线
的。”贺女士介绍，现在淄博烧烤火了，带动的是整个山东方向的热度。

淄博文旅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15日，北京南站到淄博的5月
1日当天火车票开售不到1分钟就售罄，预计五一期间将有超12万人
前往淄博。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淄博旅游订单增长超过
2000%。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截至4月16日，该平台上淄博五一假
期酒店预订量同比2022年增长18倍，平均房费为281元。

热门景区发布错峰、限流提醒
在各地为五一旅游业的火爆而充满期待的同时，五一可预见的

游客流量压力，也让不少景区严阵以待。近期，很多景区都提前出台
了相应举措限制客流，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旅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从4
月23日起，对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实行大流量
应急管理措施，确保高峰期旅游接待实现安全有序、优质文明。

记者了解到，此次张家界市实施“四级流量，三级预警”的应急管
理模式，结合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热门游览路
线的实际分条件、分级别实施。具体措施如所有首次入园游客必须
分时分站预约购票、二次入园随意，天子山、袁家界、杨家界高台游览
线单线分流管控，且历史上第一次执行购票人数超五万人停止售票。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兵马俑景区在五一假日期间将实
行线上预约，采取限流、错峰参观措施，同时延长接待工作时间，早7
点半开始检票，晚6点停止检票。

山西五台山景区提醒进山游客及车辆需提前一天通过“五台山
游客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每天限定游客30000人、车辆2000
辆，达到上限即停止预约。 本报综合消息

出停车场交停车费须先关注公众号，才能完成缴费流程；去餐馆就
餐，商家让消费者先扫码关注公众号才能点餐；买完东西或者就餐后要
开发票，商家要求消费者必须关注公众号……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一些商家强制“圈粉”引发消费者不满，二维码成了消费“拦路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提高效率，一些停车场会建议车主关
注公众号，绑定车牌，在手机上预先缴费。这种做法本是好意，在实
际中也会给一些车主带来困扰。

“最近在一家商场出停车场时，我没有预先缴费，本来以为扫出
口闸机的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显示交多少钱，没想到要先关注公众号，
输入车牌号才能缴费，很麻烦。”北京车主张先生说。

西安消费者唐女士告诉记者，她最近在雁塔区一家餐馆就餐后
要求开发票时发现，必须关注公众号才能开票。“那个公众号推送的
内容很低俗，我立马取消关注。”她说。

对于一些商家要求消费者扫码关注公众号的情况，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这种做法既不合理
也不合法。他指出，根据《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规定，未经互联网用户知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
订阅关注其他公众号。

“强制要求消费者关注公众号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如果商家保管不善，消费者个人信
息还有被泄露的风险。”陈音江说。

针对开发票须关注公众号的问题，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斌认为，开具发票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不得设置门槛。如果消费者
不关注公众号，经营者就不开发票，可以向税务部门投诉。

李斌还指出，技术进步本应让消费者享受发展红利，有关部门有
必要加大对餐厅要求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并非法收集个人信息问题的
曝光和处罚力度，不能让扫码变扫兴。

本报综合消息

过去一年，你到底读了几本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邓龙华邓龙华 摄摄））

多城五一难寻500元以下快捷酒店

热门景区发布错峰、限流提醒

二维码成了消费“拦路码”

近日，不少人在网上晒出新冠
抗原检测结果，表示“二阳”了，还有
网友称全家都二阳了。与此同时，
微博话题#新冠#登上热搜第一，引
发关注。

中疾控最新通报报告中疾控最新通报报告4242例例““大大
角星角星””

4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全
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最新情
况。4月14日至4月20日，新发现本
土重点关注变异株275例，新监测到
12种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

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4月
20日，全国共报送32993例本土病例
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
密克戎变异株，涵盖 117 个进化分
支。主要流行株为BA.5.2及其亚分
支（构成比 64.3%）和 BF.7 及其亚分
支（构成比33.0%）等。

值得关注的是，4月15日中国疾
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首次
监测到XBB.1.16毒株，共监测到15
例，近日已增加到42例。

XBB.1.16是奥密克戎重组毒株
的一种，民间取名“大角星（Arc-
turus）”。3 月以来印度报告的序列
中 XBB.1.16 占比增长迅速，目前已
成为印度主要流行株。美国目前流
行的变异株中仍以XBB.1.5为主，但
XBB.1.16近期占比上升。由于亚洲
部分国家流行 XBB.1.16，我国近期
输入病例中XBB.1.16的占比增加。

但民众无需过度担心，4 月 21
日，国家疾控局表示，我国本土病例

中 XBB.1.16 仍维持极低水平，未形
成传播优势。总体来看，北京和内
蒙古以 BF.7 及其亚分支为优势株；
海南、山西和天津两簇进化分支基
本持平；其他省份均以 BA.5.2 及其
亚分支为优势株。
下一波疫情高峰是否已在路上下一波疫情高峰是否已在路上？？

很多人关心，第二波新冠疫情感
染高峰是否要来了？4月20日，国家
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感
染免疫高峰论坛”上作出了解答。

张文宏介绍，根据数据显示，如
果新冠病毒发生变异，6个月后会慢
慢出现二次感染，一般规模不大。
但如果新病毒的变异，有效突破了
人体应对前一波病毒形成的免疫屏
障，第二波就会形成感染高峰。

张文宏解释，二次感染主要有
两种情况：一是在第一波疫情中感
染过的人免疫力逐渐衰减，二是在
第一波疫情中未感染的人被感染。
根据监测数据，目前我国很多感染
者的情况都是后者。

张文宏说：“新冠病毒会找到每
一个人。当群体免疫的屏障建立起
来后，新冠病毒会去寻找尚未建立
起免疫屏障的人。所以第一波感染
控制较好的国家，第二波感染的峰
值就会比较高。”

建议脆弱人群在建议脆弱人群在66个月后再次个月后再次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张文宏表示，应对新冠二次感
染，需关注脆弱人群，不断地监测、

预警，做好药物储备，对任何变异株
的到来做出快速反应。建议脆弱人
群在6个月以后再次接种疫苗。

张文宏介绍，6个月后如果再打疫
苗，抗体水平就又开始变高，从而防止
感染。抗体水平调高以后，免疫系统
更加容易重新被唤醒，从而显著降低
感染风险。此外，仍需进行抗病毒小
分子药物的储备。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是建立起可以在48小时内及早治疗
的模式，市民可以就近到社区卫生中
心测抗体或抗原，给予相应的药物。

张文宏说：“我相信，不断地监
测、预警，做好药物储备，而且对任何
变异株的到来做出快速反应，我们一
定可以跑到下一波疫情的前面。”
未来新冠病毒是否会像流感一样未来新冠病毒是否会像流感一样？？

4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疫情规模对于判断疫情是否严重起
着决定性作用。从世界卫生组织网
站公布的全球疫情数据来看，新冠
全球大流行已经趋于结束，“新冠的
发病和死亡对人类的威胁已经不再
那么严重”。

张文宏表示，流感每年都会出
现很多亚型，会基因重组，波动性更
大；新冠病毒的亚型是取代式的，后
一种取代前一种，不会基因重组。
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新冠病毒会
越来越像已有的冠状病毒，一直会
存在，但存在感没那么强。最终是
否会流感化，还取决于新冠病毒后
期变异的特征。 本报综合消息

多地有人“二阳”？中疾控最新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