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成年居民日均综合阅读时长39.8分钟
正在看报纸的你达标了吗

去年重庆市成年居民平均阅读量为4.76本，平均图书购买量为5.0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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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分钟！
你“达标”了吗？

“本次调查评估范围涵盖了重庆市38个区县及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和万盛经开区的城乡居民。调查评估起止时间是
2024年2月至4月，有效问卷27708份。”在17日上午举行的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2024巴渝书市开幕式上，西南大学公共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江发布了《重庆市2023年全民阅读指数调
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纸质阅
读和数字阅读）为92.03%，其中，城市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为
94.58%，农村成年居民综合阅读率86.24%；居民的纸质阅读率
85.65%、数字阅读率94.08%。

具体到阅读时间方面，本次出炉的《报告》显示，重庆市成年
居民日均综合阅读时长为39.8分钟。

众所周知，数字阅读早已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这自然也
反映到了本次调查结果中。《报告》显示，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
民日均纸质书阅读时长约为35分钟，而数字阅读的时长则达到
了约48.6分钟。与此同时，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电子图书的
人均阅读量达到了5.3本，这也超过了纸质图书4.2本的阅读量。

如果按年龄段分，中年人（46~59岁）可说是最爱读书的人，
他们的日均读书时长约为45.2分钟，高于青年人（18~45岁）的
36.8分钟、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38.3分钟。

当然，更多的市民在购书时依然更钟情于纸质书。《报告》显
示，2023年重庆市成年居民人均购买6.25本纸质图书，电子书
和有声书则只有4.11本。

这三本书
是重庆青少年的最爱

“全民阅读”中青少年是主力军，所以本次新鲜出炉的《报
告》也对重庆市青少年的阅读现状进行了专门的调查评估。

吴江表示，调查中共收到有效问卷51368份。最终结果显
示，重庆市青少年群体日均课外阅读时间为33.71分钟，并呈现
出日均阅读时间延长与年龄的增长正相关：小学1~3年级阶段
最低，26.68分钟；小学4~6年级阶段33.94分钟；初中阶段36.63
分钟；高中（中职）阶段最高，40.77分钟。

《报告》同时显示，青少年群体上学期人均购
买纸质课外书 6.88 本，人均家中拥有纸质图书
36.32本。

具体到图书的内容选择上，《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重庆青少
年阅读最多的是语言文学艺术类、综合性图书类、文化科学教育体
育类图书。最爱的三本书分别是《稻草人》《昆虫记》《小王子》。

有意思的是，本次调查结果还凸显了取一个好书名对青少
年购书的影响巨大。《报告》显示，青少年选择课外图书主要来自
于学校、老师推荐和妈妈选购。影响他们购买课外图书的最大
因素是书名或内容简介，其次才是畅销榜单，且他们对书籍价格
则不敏感。

来现场
看不断滋长的巴渝文脉

作为今年“重庆市
全民阅读月”的重点活
动之一，本届巴渝书市
主展场也于17日上午在
解放碑十字金街揭开了
面纱。据介绍，本届书
市共邀请全国112家优
秀出版社（供商）参与图
书展销，参展图书品种
达数10万种，活动图书
一律7.5折，为历届书展
最低。

17日上午，记者在
现场看到，主题展区内
的“壮丽75年 奋斗新
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专区、川渝特色
图书联合展销展区、“她
世界，她力量”女性读物
推荐专区、阅读“天花
板”名家文学重点推荐区前均是人头攒动。

其中，名为“旧书里”的怀旧书集展区里更是不断传来读者
的啧啧称奇声。一本本旧书、一张张旧地图、一个个老地名……
在现场串联起的是不断滋长的巴渝文脉。

此外，《重庆府附郭巴县图》、《重庆府治全图》（清）张云轩绘
（耶鲁大学本）、1942年唐幼峰绘制的《重庆市郊全图》等多幅老
重庆地图也现身现场。透过泛黄的画面，大家依然可看到重庆
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今的。

与此同时，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黄济人的《将军决
战岂止在战场》《重庆谈判》《命运的迁徙》，傅天琳的诗集《绿色
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等重庆作家的经典，还有集合了

“黄丝黄丝蚂蚂，请你家公家婆来吃朒朒。坐的坐的轿轿，骑的
骑的马马。”“点子梅堂，玫瑰花糖，鸡管上税，鸭管退堂。一颗
米，点到底，不是他，逗是你。”这些陪伴了几代重庆人成长的歌
谣，也都可以在现场展柜中找到。

此外，本届书市期间还将举办文学照亮生活·中国作家“文
学公开课”，届时，《回响》作者东西老师，青年作家刘辰希、徐鹏
将走进现场与广大市民见面。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摄影 张锦旗

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的工作情况，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
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
至15年有期徒刑。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
势，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最高
法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
最高法：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结合统计数据指出，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
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
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
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
至2.5%。

最高法提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
惩防并举。

蔡金芳表示，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
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持“宽容但

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
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
示社会以公道。

4“童”获刑10至15年
最高法：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
追究刑事责任的讨论，近期引发广泛关注。

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赵俊甫介
绍，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
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
徒刑。问题孩子的出现既有家庭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
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司法实践发现，对“问题少年”的教育矫治程序虚化，
导致大量未成年人违法后处于无人无力监管、矫治落空状
态，以致往往反复实施违法行为，最终造成恶果、构成犯
罪。

赵俊甫举例说，如某地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曾五次被
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均未实际执行。最高法提出，应当
尽快改变对低龄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机构力量薄弱的局面，

加快专门学校建设，逐步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
让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未成
年人得到应有的矫治教育。

未成年人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
最高法：从严从早处理校园欺凌

审判实践显示，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网络不良信息
侵蚀问题不容忽视。

抽样统计表明，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中，近三成是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后，对被害人进行线
上“隔空猥亵”或者线下强奸。

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于蒙指出，
许多案件反映出，在出现校园欺凌或学生厌学逃学、不良
交友等不良行为时，学校未能及时发现、预防和干预，导致
学生滑向犯罪或被侵害。最高法提出，从严从早处理校园
欺凌。

于蒙表示，对此，在各类案件审理中发现存在校园欺
凌问题的，要积极进行协调处理，避免发展成恶性案件，并
积极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健全完善预防校园欺凌
联动工作机制。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号

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 他们4人获刑10至15年

最高法：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

2023 年重庆
市成年居民平均
阅 读 量 为 4.76
本，平均图书购买
量为5.05本；日均
综合阅读时长为
39.8分钟……

对比这些数
据，你是达标还是
“拖后腿”了？昨
日上午，由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
新闻出版局、重庆
市全民阅读活动
办公室等共同主
办的“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2024
巴渝书市在渝中
区解放碑步行街
正式开幕,现场发
布 了《 重 庆 市
2023年全民阅读
指数评估调查报
告》。

与此同时，本
次巴渝书市在解
放碑十字金街设
置的图书主展销
区（趣书里）、怀旧
书集展区（旧书
里）和馆配会区三
大主题展区也同
步跟市民见面。
除了上万个品种
的图书7.5折优惠
之外，走进现场大
家还能亲眼看到
不断滋长的巴渝
文脉。

书市现场展示的老重庆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