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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张军伟服装店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叶璐琳遗失一张机动车销售
统 一 发 票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
133002220269， 发 票 号 码 ：
03195991，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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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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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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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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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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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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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冯源 张晓洁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过去一年，你读了几本书？
——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4 月 23 日，在深
圳机场举行的演练
中，航空器模拟因机
械故障导致右发动
机起火，消防员进行
灭火。

新华社记者 毛
思倩 摄

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
动将于 4 月 24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举办，主题是“格物致知 叩问苍
穹”，旨在秉承发扬“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和新
时代北斗精神，积极构建外空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广大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不断探索宇宙奥秘。

近十年来，中国航天发展步入
快车道，“嫦娥”揽月、“北斗”指路、

“天问”探火、“羲和”逐日、“天和”
遨游星辰、“悟空”“慧眼”探索宇宙
奥秘，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
代代航天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的生动展现。

2023 年，中国航天奋楫再扬
帆，踏上新征程。中国空间站全面
建成，转入常态化运营，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整装
待发”；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和
行星探测工程，开展嫦娥七号、天
问二号等型号研制工作；长征六号
丙运载火箭将首飞，力箭一号遥二
运载火箭将在上半年发射……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的
事业。中国倡导世界各国一起，在
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造福全人类。目前，中国已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
签订了 130 多份航天领域合作文
件，主导实施中欧“双星计划”、中
法海洋卫星等国际航天工程，牵头
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金砖国家遥
感卫星星座等多边合作项目。

航天科技助力我们圆梦苍穹，
也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
便利。“北斗”让你身在何处都不迷
路，“风云”为你预告阴晴雨雪，通信
卫星助你联通世界每一个角落。这
些服务民生的航天科技不断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现如今，不仅有“顶天”的国家
队、大项目，还有更多“立地”的航
天类民营企业多点开花，涌现出越
来越多小而新、小而精、小而美的
新创意、新技术、新产品，共同构筑
起“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良好创新
生态。

脚踏实地，才能拥抱星空；格
物致知，方可叩问苍穹。充分发扬
行而致知、知而促行的求知与实干
精神，不断探索宇宙奥秘，加快建
设航天强国，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宋晨
（新华社合肥4月23日电）

让航天科技助力强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李春宇）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 22
日发布《中国田径协会关于 2027年
世界田径锦标赛申办城市征集结果
的公示》。公示显示，中国田径协会
已完成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申办
城市的征集工作，经研究，仅北京市
申请并满足征集条件。

记者 23 日从北京市体育局获

悉，北京正全力投入 2027年世界田
径锦标赛的申办工作，期待赛事时
隔 12年后重回北京。

世界田径锦标赛由世界田径
联合会主办，创始于 1983 年，最初
每四年一届，1991年起改为每两年
一届。北京曾于 2015 年在国家体
育场“鸟巢”举办第 15 届世界田径
锦标赛。

北京将申办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新华社青岛 4 月 23 日电（记
者 黎云 孙鲁明）4 月 23 日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4 周年纪念
日。连日来，海军在全国多地举行
军营开放活动，并在沿海军港、码
头靠泊展示多型海军现役主战舰
艇，组织升国旗仪式、双拥共建座
谈交流等活动。

自 4月 21日起，海军在青岛、上
海、广州等全国 22座城市的 62座军
营举行军营开放活动，组织驱逐
舰、护卫舰、导弹快艇、测量船、医
院船等多型舰艇共 28艘靠泊展示，
在港区内的大型水面舰艇、潜艇均

悬挂满旗、满灯。
在大连旅顺，海军训练舰邓

世昌舰开放驾驶室、机舱、荣誉室
等特色舱室，民众可观摩和体验
损害管制操演、战伤救护等训练
科目。在山东青岛，导弹驱逐舰
开封舰、导弹护卫舰大庆舰、综合
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综合援潜
救生船洪泽湖船靠泊首日吸引逾
5000 名 民 众 参 观 。 在 上 海 吴 淞
港，导弹护卫舰嘉兴舰组织轻武
器分解结合、旗语快闪、模拟射击
等特色体验活动。在福建厦门，
老英雄们与年轻水兵在导弹护卫

舰资阳舰、商丘舰上共话强军使
命。在海南某地，民众走进南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营区，参观
军史长廊、观摩武器装备，与海军
官兵面对面交流。

以高楼大厦为画布、光影科技
为画笔，在烟台、上海、宁波、广州
等城市，一场场城市灯光秀活动点
亮了城市中心商圈、机场、火车站
和地铁站。多地通过楼宇电子屏、
移动电视等平台，播放人民海军成
立 74 周年宣传片和系列视频、海
报，全景式、立体式展现人民海军
转型建设发展成就。

系列活动中，富有“海味”、战
味的军乐演奏也成为一大亮点。海
军军乐队在青岛举行多场军乐表
演，大型交响管乐《巨浪》及多首红
色乐曲精彩联奏。

海军各部队组织升国旗仪式，
海军机关和部队代表在海军博物馆
举行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部分
单位还组织“战舰与城市”双拥共
建主题活动和“海疆万里行”海防
教育等活动，帮助和支持公众了解
海军、热爱海军，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

人民海军开展多项主题活动纪念成立74周年

新华社北京 4月 23 日电（记
者 王聿昊 张辛欣）记者 23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
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IPv6 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旨在充分发挥 IPv6 协
议潜力和技术优势，更好满足 5G、
云网融合、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场景对网络承载更高的要求。

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底，
我国 IPv6 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取
得显著成效，网络技术创新能力明
显增强，“IPv6+”等创新技术应用范
围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IPv6+”融
合应用水平大幅提升。

为推动实施意见落地见效，实施
意见围绕构建 IPv6演进技术体系、强
化 IPv6演进创新产业基础、加快 IPv6
基础设施演进发展、深化“IPv6+”行
业融合应用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等
5个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任务。

比如，在构建 IPv6演进技术体
系方面，实施意见要求推动 IPv6与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融
合创新，系统推进 IPv6 国家标准、
行业融合应用标准的制定和落地，
提升国际标准贡献率和影响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不断加大在政策、标准、产
业、应用等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力
度，推动政务、金融、能源、交通等
行业领域实现“IPv6+”技术广泛应
用，并支持各地自主创建 50个以上

“‘IPv6+’创新之城”，打造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发展标杆。

据了解，IPv6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制定
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版本，是全球
公认的下一代互联网商业应用解
决方案。目前，我国已全面具备网
络和应用基础设施 IPv6服务能力，
IPv6活跃用户数超过 7.4亿。

8部门发文推进
IPv6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