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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消防安全研学活动开始啦！本活动由洛阳市公安
消防支队与洛阳市小记者协会联合开展，洛阳市小记者协会
将定期组织洛报小记者走进各消防中队，学习消防知识，增强
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让小记者们与一线消防战士面
对面，聆听真实的消防救援故事，学习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学习消防知识 体验消防工作
学习消防知识从小做起，更要从自身做起。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经常听闻有火灾发生，比如家中燃气泄漏，行驶
中的汽车起火，人流量比较大的商场、写字楼起火等。无论
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小记者们都应从小学习消防知
识，增强安全意识，保护好自身安全。

在小记者消防安全研学活动中，小记者们将走进消防
队，参观消防车辆，认识消防装备，了解消防器材，学习灭火
技巧。此外，小记者们还可以在现场体验使用消防器材，在
实践中学会应对消防危险。

聆听救援故事 学习逃生自救
20多层的高楼起火了该怎么办？消防战士在救援中都

遇到过哪些危急情况？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以最短的时间控
制火势？小记者们将观看消防攻坚技巧表演，并与“消防英
雄”面对面，聆听一线救援故事，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容易
引起火灾的不良习惯，学会正确的逃生和自救方法。

参与此次活动的小记者表示将认真学习消防知识，并
向家人做好消防安全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火灾的危险
性，更加注重消防安全，筑起安全防线。（李丽影）

为了引导孩子从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培养小朋友的环保意识，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当天，小记者教育培训中心的艺空间
少儿美术班在建业凯旋广场举行了一场公益儿童绘画
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旨是用绘画给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活
动现场设置了手绘T恤、手工黏土、书法体验3个项目，通
过老师的讲解，孩子们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与想象力，将自己
心目中地球的样子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一些家长也跃
跃欲试，与孩子一起完成创作。

在书法体验区，老师对孩子们进行一对一指导，从握笔
姿势到运笔起落，都进行详细的讲解。孩子们认真书写，完
全没有被商场环境所影响。一些爷爷奶奶也忍不住拿起毛
笔来试一把。

在随后的作品分享过程中，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让老师
和家长惊喜万分，纷纷为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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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绘画给孩子种下“绿色”理想

扫二维码了解小记者
协会的精彩活动

小记者热线：63232410

老少齐上阵

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

较2016年的4.65本略有增长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12本，低于2016年的3.2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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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年国民中

●城镇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

●农村居民的纸质图书阅读量

书 海 观 潮

书，还要读得更多些

日前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去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

调查发现，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较近
几年变化不大。对此，国民阅读率调
查项目负责人徐升国认为，首先，阅读
媒介的多样化分流了一部分，读者用
手机、平板电脑阅读等方式看书没有
纳入纸质图书的阅读统计之中；其次
从国际上看，纸质图书的阅读量普遍
在缓慢下降，我国能够保持平稳和略
有增长，殊为不易。

在调查中，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
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1.7%的国民
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8.8%的国
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37.7%
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

39.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
少或比较少。同时，64.2%的成年国民
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
书节，城镇居民中认为应该举办读书
活动或读书节的比例为63.4%，农村居
民中这一比例为65.2%，可见农村对此
类活动的需求更为旺盛。

“日本人均年阅读11本书，韩国9
本，美国 7 本，法国 8 本，这些国家开
展全民阅读历史悠久，国民文化素养
较高，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
距。人均阅读量增长缓慢也昭示我
们，培养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更长期的努力，久久为功才会有
更明显的成效。”徐升国表示。

报告显示，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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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较2016
年的79.9%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
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
年的68.2%上升了4.8个百分点，成年
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与数字化阅读
方式的接触率保持增长势头。

调查发现，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
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
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2017年，我
国有两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同
时，听书的方式也很多元，我国成年国
民中，有 10.4%的人选择移动有声
APP平台听书；7.4%的人选择通过广
播听书；5.3%的人选择通过微信语音
推送听书。

报告指出，我国城乡居民不同介质阅
读率和阅读量均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城镇
居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7.5%，较2016年的
66.1%高 1.4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图书
阅读率为49.3%，略低于2016年的49.7%。

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
玉山比较担心：“不管是在传统载体上，
还是在数字化载体上，农民的阅读率、阅

读量和城镇居民相比都落后不少，特别
是农村儿童的阅读情况与城镇儿童相比
差距很大。”魏玉山表示，必须加大农村
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农家书屋
等农村基层文化设施的作用。同时，政
府在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时，应把重
点向农村转移和倾斜。

（据《人民日报》作者：张贺）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略增，
近四成人认为自己读书少

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率双增，
两成以上国民爱听书

城乡阅读差距明显，
建议全民阅读向农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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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之 言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
高尚的人谈话，而且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他们展
示的不是别的，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笛卡尔说的
这个“经过精心准备”意味深长。写作要“精心准
备”，阅读同样要“精心准备”。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当人类进入数字化和
网络化时代，阅读便利化普及化已成为广泛的事实，电
脑、阅读器、手机、微信应用及听书软件，使得阅读或准阅
读变得随时随地可以实现。从面向大众进行文化分享这
个意义上讲，阅读便利和普及化反映了文化民主，是社会
进步的一个具体表征。但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导致文化传
播在海量、无差别的同时，常常容易流于粗糙和轻率，使
信息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膨胀与“过剩”。

数字化信息的海量与琐碎，极为迅速和有效地
占用人们的时间，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大家在电子
化网络化阅读中满足于知道更多事情，难以或不会
有意识停下来思考知道以外和所知背后的东西。网
络的和数字化也不可避免地将一些观念、思维方式、
表达方式普及开来，如碎片化、拼接、轻浅、跳跃与替
代等，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随着
那种沉下心来边阅读边在书页上写写画画的过程被
省略，也就意味着边阅读边沉思，阅读时心与手、眼
与头脑同时运转的机制被取消了。

笛卡尔所说的好书，展示的是思想的精华，而思
想的精华作为人类进化中的精神收获，是人类在完
善自身、提升自身与丰富自身过程中累积的富于反
省意义的体会，理解起来注定要有难度，需要阅读者
的充分准备。这种难度决定了阅读根本不可能所见
即所得，而是需要倾注时间、精力，在相对安静的环
境和心境下完成。

越是能够打败时间的作家和作品，其理解难度
可能越大。对于这些作品的阅读与理解，没有“经过
精心准备”，断然不可能实现。“精心准备”的阅读意
味着主动挑战阅读的难度，自觉克服阅读的惰性，有
意识规避一些花哨的新书、鸡汤文、职场秘籍或所谓
成功学。经常接触舒适度高、内容浅近、甜腻平白的
东西，会让你逐渐放弃思考，放弃接触超过自己理解
惰性的东西。优秀思想成果看似不一定雅俗共赏，
有理解难度，不一定非要教给我们一些以前不懂的
东西，却能够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提供，给我们以
有益于心智的启发，这才是其真正的不同凡响之
处。“经过精心准备”的阅读，经过对这些人类思想精
华的认真消化与吸收，相信能够促使人们对历史与
现实进行再思考，不断检视自己对待万物、对待世界
的态度，从而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完善。

每次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总会发现，不少旅客
除手机之外，还把电脑、kindle和ipad一股脑儿都带
着去旅行，这4样东西中的随便哪一样都可以装载
上千册的“书”，但这些“书”的命运如何呢？如果
每个旅行的人都要求自己只带一本书，结果又会
怎样？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梁鸿鹰

“精心准备”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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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日前在京发布第十五次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听书”快速增长，城乡居
民阅读状况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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