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猪苓采收季，留坝县
青桥驿镇的村集体经济迎来了今年
一季度的收入，“3 年下来，这不到 4
亩的一片地，就为村集体赚了 10 万
元。”青桥驿镇青桥铺村村支书邓云
龙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别看这东西
不起眼，活少、产量高不说，效益还
非常好。”

与此同时，青桥驿镇社火坪村荷
塘露营基地的稻田音乐会、农耕运动
会，也迎来了大批游人。看着眼前的
红火景象，镇党委书记刘鑫打开了话
匣子：“林下中药材和生态旅游业如
今既是我们的增收良方，也是加快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必行之路。”

春天的青桥驿镇，处处药材飘
香。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大山
深处的乡村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挖穴、浇水、压苗、回填、覆土……在
两岔河村中药材基地里，20 多个村

民齐动手，一株株新栽植的连翘苗
随风摇曳。“这个基地是村集体投资
的，我们通过林地入股、务工、分红
得到三部分收益，这比以前自己种
地收入翻了 3 倍都不止。”正在务工
的农户淡腊香高兴地说，村集体建
基地，既改变了大面积荒山荒坡被
闲置的现状，也为村民增收提供了
新路径。如今，大家伙齐心协力搞
生产，都希望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贡
献一份力量。

随着生态、文化、旅游等多种资
源的融合发展，在青桥驿镇，各村借
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台，依托良好
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发展林下
中药材，探索出了一条由村集体主
导，走“规模化、产业化、生态化”的
产业发展之路，打破过去产业发展

“散、乱、杂”的现象，突破以往“靠山
吃山”的传统观念，让昔日的荒山变

成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而不满足于产业“幸福账单”的

青桥驿镇，在生态旅游这一可持续
发展新路上，也正不断发力。今年
以来，该镇采取“强村+弱村”联合发
展模式，带动 2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共
同出资参与社火坪村梯田民宿项目
建设，获得保底分红，保障村集体经
济的稳定增收。结合千万工程，在
原有的“乡·伴亲子游”基础上，持续
优化提升，强化荷塘露营基地、稻香
馆、梯田生态园等景点运营，做优稻
田音乐会、农耕运动会、“购米包地”
等 活 动 引 流 ，开 展 个 性 化 定 制 服

务。通过“荷经济”“稻文化”“田园
隐居”等周边产品，打造宜居宜游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

“强化招商引资，充分盘活利用
租赁经营等渠道进行农村集体经济
创 收 。”青 桥 驿 镇 党 委 书 记 刘 鑫 表
示，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要主
动出击，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市
场 需 求 ，走 服 务 创 收 型 发 展 模 式 。
截至目前，该镇已招引 5位企业家落
户当地发展工厂、民宿、中药材种植
基地等产业，实现闲置村集体资产
清零。一季度，全镇 6个村累计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 31.7万元。

掏出手机，通过阅读软件开启
读书时间；戴上耳机，在有声书播讲
者的娓娓道来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
力……数字时代的阅读，有了更多

“打开方式”。
日前，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第三

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发布《2023 年度中国数
字阅读报告》。报告显示，2023 年我
国 数 字 阅 读 市 场 总 体 营 收 规 模
567.02亿元，用户规模已达 5.7亿。

谁在读？怎样读？读什么？透
过这份数字阅读报告，我们可以看
到全民阅读“新风尚”。

谁在读？

从 数 字 阅 读 用 户 规 模 上 看 ，
2023 年较上一年增长约 4000 万，增
长率为 7.53%。

进一步统计显示，2023 年我国
数字阅读用户占网民规模的比例为
52.19%。这是数字阅读用户在全体
网民中占比首次达到一半以上，展
现了数字阅读在近年来持续蓬勃发
展的态势。

5.7 亿的数字阅读用户构成是怎
样的？

报告显示，2023 年，19-45 岁的
数字阅读用户依然是绝对主力，占
比约 62.70%。但值得注意的是，60
岁及以上年龄用户占比由 2022 年的
2.74%增长到了 4.20%。

相关分析认为，60 岁及以上年
龄数字阅读用户占比的提升表明，
一方面，数字阅读用户中该年龄段
用户的阅读积极性在提升；另一方

面，伴随银发经济快速发展，银发群
体阅读市场具有较大开发潜力。

在数字阅读用户人数稳步提升
的同时，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3 年我国数
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同比增长
22.33%，成为近五年来的最高增速。

“一方面，国家大力推进提升全
民数字文化素养，加大优质数字内
容供给，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数字消
费空间；另一方面，包括大众阅读、
有声阅读和专业阅读在内的主体阅
读形式的规模和增长率均保持着扩
张态势，加之广告营收模式的助力，
推动了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迈上新台
阶。”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
副理事长张毅君说。

怎样读？

从电脑阅读、手机阅读，到电子
阅 读 器 阅 读 、听 书 ，伴 随 技 术 的 发
展，数字阅读方式不断变迁。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数字阅读进
行分析，报告显示，2023 年网络文学
作 品 和 电 子 书 的 数 量 占 比 约 为
67.46%，有声阅读作品数量占比约为
30.68%，其他类型作品（包含专业出
版和服务机构的在线课程、多媒体
资源等）数量占比约为 1.86%。

一些读者表示，通过手机、电子
阅读器等进行阅读，可以把大部头
装进“口袋”，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
学习“充电”，是实现知识积累的有
效方式。

山西太原的退休工程师程爱琴
是一位“听书”爱好者。她认为，这种

“阅读”方式对视力下降的老年人十
分友好，而且除书本内容外，播讲者
会在叙述中揉进他们的情感和见解。

张毅君介绍，近年来，以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前沿技
术与文化产业加速融合，新空间、新
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正推动数字
阅读步入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我们致力于开创 AI 驱动的儿
童自主阅读数字新模式，通过 AIGC
对话模型，为孩子们提供互动性更
强、更富有创意的阅读环境。”斑马
儿童研究院院长修佳明说，“随着时
代发展，孩子们面临的成长环境也
在变化，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数
字 阅 读 时 代 得 到 更 愉 悦 的 阅 读 体
验，从小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养成终
身阅读的习惯。”

“我们正积极打造数字人农家
书屋。当农民朋友走进农家书屋，
智能的数字人会为他们推荐书籍，
科普农业知识。比如秋分时会推荐
收割、储存等相关书籍，芒种时节会
提醒注意防虫、施肥。”中文在线董
事长兼总裁童之磊介绍，“通过数字
人与农家书屋融合，为农民朋友们
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阅读环境。”

读什么？

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数字阅
读作品总量为 5933.13 万部，同比增
长 12.54%。

庞大数字之下，哪些类型的作
品更受欢迎？

报告显示，2023 年，用户在阅读
电子书时的题材偏好前五位分别是

文学小说、漫画绘本、历史社科、搞
笑幽默和人物传记；在阅读网络文
学作品时，题材偏好前五位是玄幻
奇幻、悬疑推理、新类型小说、灵异
科幻和武侠仙侠；在进行有声阅读
时题材偏好文学和人文历史。

随着《三体》《流浪地球 2》《繁花》
《狂飙》等影视作品热播，带动相关原
著和《孙子兵法》等阅读量激增。阅
文集团首席执行官侯晓楠表示，爆款
影视带来的“书影联动”效应愈发显
著，随着数字阅读蓬勃发展，一边看
书一边评论所打造的“社交共读”场
景也激发了人们的阅读热情。

与此同时，数字阅读作品持续
“出海”，成为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力的重要力量。

报告显示，2023 年我国数字阅
读出海作品总量为 76.24 万部（种），
同比增长 23.35%，保持强劲发展势
头。在北美、日韩以及东南亚等传
统出海地区市场地位继续得以巩固
的情形下，拉美、非洲也纳入数字阅
读作品出海重点方向。

“聚焦‘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积
极拓展多语种多地域海外翻译，目
前已出海《一叶茶，千夜话》等优秀
作品超 1000 部，向世界展现中华文
化魅力。”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于航说。

专家认为，数字阅读优质内容
正呈现多元发展态势，高质量数字
阅读渐成气候。通过加快走出去步
伐，丰富多彩的中国数字阅读作品
也令越来越多的海外受众深入感知
中国文化。

（新华社昆明 4月 25日电）

从数字阅读报告看全民阅读“新风尚”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王鹏 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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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和生态旅游业，既为群众找到了增收致富良方，也加
快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留坝县青桥驿镇——

集体经济活 乡村产业兴
本报记者 曹娜 通讯员 杨晓琼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小军 彩云

飞）近期以来，汉台公路段加大养护

投入，加强路域环境整治，完善服务

设施，以清新、整洁、靓丽的公路交

通环境迎接“五一”黄金周的到来。

该段以辖养中心城区干线为重

点，狠抓公路精细化养护管理，从病

害整治、路面保洁、环境整治、景观

提升四个方面入手，及时处置坑槽、

裂缝、沉陷等路面病害；每天出动清

扫车，对卫生服务区、旅游景区、平
交 路 口 等 路 段 路 面 和 全 线 的 里 程
碑、百米桩、标志标牌、波形护栏等
公路防护设施进行清洗刷新 ，清理
公路沿线白色垃圾 ，对路面洒水降
尘。抢抓春季绿化有利时机 ，在公
路沿线补植中山柏、紫薇、燕尾兰等
观赏性的乔灌花草 ，净化美化路域
环境，全面提升公路服务水平。

汉台公路段扮靓路容迎“五一”

本报讯 （通讯员 冯世荣）4 月

25 日，2024 年第一季度“陕西好人

榜”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在西安市高陵区举

办。经全省各地推荐，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

爱亲好人共入选 26人（组），我市镇

巴县三元镇红鱼村村民张德珍作为

“孝老爱亲好人”光荣上榜。

张德珍，女，1961 年 3 月生，镇

巴县三元镇红鱼村村民，曾获汉中

市“最美系列人物”等荣誉。张德珍

有 3 位先天性智力残疾的亲人：71
岁的二哥、66岁的大姐和 81岁的姑

姑。张德珍除了照顾这 3位残疾亲

人，还要照顾双目失明的公公彭华

宣、先天性智力残疾的姑姐、年过百

岁 的 母 亲 ，同 时 养 育 两 个 儿 子 。

2010年至 2023年，张德珍先后将公

公、父亲、姐姐、丈夫、母亲养老归

山。三元镇及时落实惠民政策，几

次动员她将残疾亲人迁至养老中心

或者村域内分散安置点，但张德珍

为了尊重老人们的意愿，坚持在他

们身边躬亲陪伴。如今，张德珍的

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立业，并迁居山

下，她仍然留在三位残疾亲人家里

照料他们。

近年来，镇巴县三元镇扎实开

展“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力弘扬好人好事，评选乡贤模

范，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提振农民群众

精气神，孕育农村社会好风尚。

镇巴三元镇村民张德珍荣登陕西好人榜

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勉县金泉镇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模式，整
合耕地资源，大力发展小麦连片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 3160 亩，实现了规模
化种植提质增产，促进群众增收。图为该镇大力推动“科技+农业”高效模
式，利用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李欣 摄

时 下 正 值 汉 中 春 茶 采 收 季 。

走进洋县山水华阳茶叶专业合作

社的 600 亩有机茶园，但见一行行

茶树整齐排列，采茶人穿梭其间，

挎 着 竹 篮 ，娴 熟 地 采 摘 着 今 年 第

一批春茶。

“大家要注意，我们只采新芽，

一定要按照标准采摘，以质量论价

格。”山水华阳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赵成明向采茶的村民强调。

这片茶园地处洋县华阳镇华阳

村，海拔 1100 米，投资 600 多万元，

是我省最北端海拔最高的茶园。由

于海拔高，茶园从每年 4 月开始采

茶到 10月结束，根据不同季节采摘

制作青茶、白茶和红茶。

“由于茶园所处的海拔高、温

差大、土壤湿润，所以这里生产的

茶叶氨基酸、茶多酚、茶叶的浸出

物质含量高，加之茶园是按有机标

准 管 理 ，因 此 茶 的 品 质 和 口 感 很

好。”赵成明说，“今年春茶芽头长

势良好，每天有 50 余人进园务工，

收获鲜叶 600 斤左右，预计年产值

可达 200 万元。”

“茶园离家近 ，我每天在茶园

采茶，丈夫在合作社茶叶加工厂上

班，我们一天能收入 300 元左右。”

茶农周瑛一边忙着采茶，一边高兴

地说。

“近年来，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优势，通过从农户手中流

转荒山和土地，大力发展茶产业；下

一步，围绕‘以茶兴业、以茶兴旅、茶

旅融合’目标，我们要不断提升茶叶

生产品质，加快打造茶叶种植、加

工、交易、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发展

的茶叶全产业链条，逐步实现农村

增绿和农民增收。”赵成明说。

春日里，在朱鹮之乡——洋县，

不仅有绿油油的茶树，还有红彤彤

的草莓。

“这里的草莓香气扑鼻，口感、

色泽都特别好。而且这个地方距

离城区近，交通方便，刚好带孩子

来这里体验采摘乐趣。”在洋县戚

氏街道龙王沟村的耕读时光农业

采摘观光园内，正在采摘草莓的白

明芬说。

走进观光园内，一垄垄草莓苗生

机勃勃，一朵朵小花点缀其间，一颗

颗草莓镶嵌在绿叶间，空气中散发着

淡淡的清香。据了解，该园建设于

2022 年，计划投资 2000 万元，建设

300亩集有机果蔬种植、品尝、观光、

采摘为一体的特色现代农业园区；目

前，一期已建成 50亩，主要种植奶油

草莓 10亩、优质葡萄 20亩、石榴李子

15亩、红桃 5亩。

草莓的丰收不仅让种植户们尝

到了甜头，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共享

这份“甜蜜事业”。“我就是龙王沟村

的，在园内务工一天能有七八十元

收入，一个月下来能赚两三千元。”

正忙着包装草莓的村民郜小女乐呵

呵地说。

近年来，洋县持续加快推进“米、

果、菌、药、畜”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健

全完善“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融合，

把更多农户嵌入产业链。截至目前，

全县累计建成农业产业基地 100 多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200多个、农业

专业合作社 800 多个；2023 年全县

287个村（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

到 15万元以上。

洋 县 ：茶 香 莓 甜 好 春 景
本报通讯员 李刚

近日，全市首个阻燃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安装的 1条生产线实现投产。该项目是汉台区盘活整合闲置资源、加快“腾
笼换鸟”的代表项目之一，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首年产值 5000万元，3年后实现产值 2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100余个，有效
填补了陕南地区阻燃剂行业的空白。 李飞 杜欣洋 摄

本报讯（记者 朱
媛媛）4月26日，城固县
举办第二届茶农丰收
节暨全民饮茶活动。

活 动 现 场 ，举 行
了 茶 产 品 推 介 、经 销
商集中签约、“国茶人
物 .制茶大师”授牌及

“专家工作站”揭牌仪
式等，来自全县 10 余
名 制 茶 能 手 齐 聚 一
堂、同台竞技，充分展
示传统手工制茶的魅
力。在场的嘉宾观众
品佳茗、看展演，纷纷
拿出手机记录参赛师
傅的手工制茶过程。

近 年 来 ，城 固 县
依托良好的生态地域
优 势 和 文 化 资 源 禀
赋 ，加 快 茶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推 动 茶 产 业 发
展 由 规 模 扩 张 向 品
质、品牌提升转变，形
成 了 以 绿 茶 为 主 ，红
茶、黑茶、白茶等茶类
相配套的产业发展体
系，走出了一条“产业
兴、百姓富、生态美”
的 茶 产 业 发 展 道 路 。
截至 2023 年底，该县
共建有 16.5 万亩生态
茶园，茶叶总产 7000
多吨、产值突破 10 亿
元 ，共 有 茶 叶 产 销 企
业 96 家，带动 2.88 万
户茶农走上致富增收
道路。

城
固
举
办
第
二
届
茶
农
丰
收
节
暨
全
民
饮
茶
活
动

本报讯 （记 者 何淼）4 月 26
日，我市召开 2023年度全市建筑业
表彰大会，对荣获 2023年度市建筑
工程“天汉杯”奖及先进建筑企业、
优秀企业家、优秀总工程师、优秀
项目经理（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称
号 的 获 奖 单 位 和 个 人 进 行 表 彰 。
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剑彬出席会议
并讲话。

2023 年，全市完成建筑业产值
273.28 亿元，同比增长 8.6%，位列
全省第二，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新增培育规上企业入库 22
户。创建市级文明工地 104 个、省
级文明工地 9 个，获得市级优质工

程“天汉杯”7项、国家优质工程“鲁
班奖”1 项，勉县获评全省“建筑业
强县”。

会议要求，广大企业和企业家
要加强创新创造，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建筑业发展目标绿色化、建设
运营一体化、技术手段智能化。市
建筑业协会要切实发挥好桥梁纽
带作用，宣传、贯彻好党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搭建好平台，做好
专业技术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等
工作，加强建筑业诚信体系建设，
引导企业建立完善治理安全自控
体 系 ，增 强 企 业 质 量 安 全 保 障 能
力，保障建筑业安全发展。

我市召开2023年度建筑业表彰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