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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成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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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高原雪山、雨林盆
地，广阔的中国西部地区，涵盖12
个 省 份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国
21.5%，关乎国家总体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特别是 2019 年 5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后，西部地区不断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
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更

加美丽的中国西部，正在新起点上
乘势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黄垚 李晓婷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
时节。

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在云南
昆明开幕。彩云之南，书香氤氲。书
承文脉，香满家国。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
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
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两年前，习近
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
贺信，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
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浓厚氛围。贺信引发热烈反响，全
社会掀起读书热潮。

放眼中华大地，书香氛围日益
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爱读书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

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
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习近平】

对于天津市河西区的居民吕
佳奇而言，读书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即使工作繁忙，他也坚持在
每周末抽出几个小时，来到图书
馆，与书为伴。

不久前，他发现家附近新开了
一家西岸书斋，立刻前来“探馆”。崭
新的书架、琳琅满目的图书、清新雅
致的阅读环境，令他深感满足。

“这里的图书品类众多，借阅起
来也十分方便，是处读书的好地方。”
吕佳奇在书斋中拍下许多张照片，

“等我选好就可以直接来借阅了”。
吕佳奇的切身感受，是书香社

会的生动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共
建书香社会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

在河西区图书馆副馆长徐瑞
琳的办公电脑里，保存着一份份令
她欣喜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河西
区借书还书流通量达到了 25000
多册次，这还不包括仅阅览、不借
阅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图书流通量的提升，说明在
全民阅读的号召下，爱读书的人越
来越多。”徐瑞琳介绍，以前多是老
人和青少年常来图书馆，近年来，

“上班族”也开始频繁“打卡”各级
图书馆，“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上百
场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百姓养成爱
读书的好习惯”。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推动
下，全民阅读工作进企业、进农村、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
网络，由城市向农村、由沿海发达地
区向内陆城市、偏远山区扩展延伸，
中华大地书香飘荡。全国各地以全
民阅读大会的举办为契机，积极寻
求、主动贴近广大读者的兴趣点和
关注点，创新阅读推广方式，深入开
展阅读活动，一大批接地气、具新
意、有特色的读书活动持续举办，不
断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10 年间，我
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76.3%上
升至81.8%，提高了5.5个百分点。

从“打卡”各地纷纷涌现的“最
美书店”，到参与形式丰富多彩的阅
读活动；从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到百
姓主动走进阅读空间享受静谧而美
好的阅读时光……徜徉书海，共品
书香，人们在阅读中汲取智慧力量、
感悟美好生活、丰富精神内涵。

出好书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

化产品，善莫大焉！”——习近平】

波澜壮阔的英雄事迹、五彩斑
斓的自然奥秘、诗意盎然的文学经
典……世界读书日前夕，辽宁省沈
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第一小学的好
书共享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
语，争先恐后地讲述最近读到的好
书、收获的知识。

“我最近正在阅读《十万个为
什么》，不仅从书里学到了很多科
学知识，也学会了怎样发现问题和
寻找答案。”五年级学生刘诗杰说，

“我准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多
读些这样的科普书，丰富自己的知
识储备。”

对知识的向往，也是对好书的
呼唤。全民阅读，启慧增智，离不开
高质量出版物的丰富供给。

聚焦不同阅读群体需求，出版
行业不断丰富出版产品的内容、载
体和形式，近年来组织实施了国家
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优秀通俗理
论读物出版工程、优秀原创文学出
版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优秀科普读物出版工程等重点
主题出版物、重大出版工程、原创
精品出版工作，组织了“中国出版
政府奖”“中国好书”等评选，向社
会推荐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的精品图书，满足人民群众
高品质的阅读需求。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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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各业都围绕新质生
产力发展落子布局，努力在“新赛
道”上跑出“加速度”，表现出较高的
热情和参与度。但需要警惕的是，个
别行业、企业盲目跟跑“蹭概念”，把

“新质生产力”当作一个筐，什么都
往里面装，这样不仅会迷失发展方
向，更会错失发展机遇。

实际上，新质生产力是有“门
槛”的，比如原创性的、颠覆性的、
发生了“质变”的科技创新，才归属

“新质”。仍在传统增长方式下，对
已有创新“修修补补”，或是“新壶
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则不
能归到此类。那些只是一味高喊口
号，套概念，盲目追风，把什么想法
和举措都往新质生产力上套，不顾
实际披上新质生产力外衣的做法，
实际上并没有把握新质生产力的

科学内涵和重点。比如，有的企业
仅是在生产线上增加一些简易自
动化的设备，就号称“拥有新质生
产力”。这些对新质生产力的盲目
套用和泛化，既是认识误区，也属
实践雷区，务必要避免。

如果目之所及皆是“新质”，也
就失去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须抓住本
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搞清
楚其概念和边界，把真正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重点行
业和企业找出来、发展好，把不切
实际，与新质生产力无关的“泡沫”
清除掉，才能走出一条向“实”向

“新”之路。
新质生产力核心在“新”，关键

在“质”，落脚在“生产力”。各级各
部门要对新质生产力不打标签，不
搞泛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推动
我州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莫把新质生产力当成“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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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春风催新绿，植树正
当时。4月22日，恰逢第55个世界地球
日，州委书记沈阳，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舒大春等州领导来到康定市老榆林村
植树点，与州级部门和康定市机关干部
职工、少先队员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为建设美丽甘孜增绿添彩。
四月的康巴高原，新绿绽放，草木蔓

发。一到植树现场，沈阳、舒大春等州领
导拿起铁锹与大家一起扶正树苗、挥锹
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合力栽下一
株株云杉优质树苗。沈阳一边劳动，一边

了解苗木品种、生长周期、成活率等情
况，叮嘱林草部门要加强苗木管护，努力
提高成活率，切实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沈
阳与身旁的少先队员亲切交流时，向大
家阐述了世界地球日的重要意义，勉励
青少年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热爱
自然，齐心协力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
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后，一株株错落有致
的树苗迎风挺立、展现出勃勃生机。

植树间隙，沈阳听取了全州林业建
设规划和今年造林绿化等情况汇报。他
说，在今天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正迎合了
第55个世界地球日“珍爱地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主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甘孜州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
障，是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政
治责任。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安排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准确把握扩绿、兴绿、护绿
并举的重要要求，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甘
孜贡献。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全力做好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管护
养护机制，提高全民争当绿色使者、守护
碧水蓝天的责任意识，不断厚植中国式
现代化甘孜建设的绿色本底。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推进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形
成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积
极营造植树造林的浓厚氛围。

据统计，2023 年我州共有 40 多万
人次参与义务植树，累计植树 50.72 万
亩、200余万株，圣洁甘孜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州级相关部门和康定市有关负责
同志，当地干部群众及志愿者代表等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

记者 张嗥 文/图

沈阳舒大春等州领导
在康定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四川日报记者 边钰

全省209个公共图书馆实现县域全
覆盖。4月22日，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四川省图书馆在全省启动

“书香天府·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并发
布《四川省图书馆暨全省公共图书馆
2023年阅读报告》。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
品格。”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希望全社会都参与
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

截至2023年底，我省有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206个、少儿馆3个。数据背后，
是我省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取
得的成效。全省各市州图书馆、新型阅读
空间等，在优化服务上做文章，实现图书
馆和读者的“双向奔赴”，“阅读热”成为
我省以文化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补短提质 让阅读变“悦”读

一组数据振奋人心：2023年全省首
次实现208个公共图书馆全部参评第七
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工作，参评率100%。根据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的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上等级馆名单，我省上等级
图书馆达186个，比第六次评估定级增
加上等级馆43个，上等级率达89.42%。

在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王龙看来，评
估定级像一把尺子，通过对基础设施、
业务建设和服务水平进行全方位衡量，
促进各公共图书馆补短板、强弱项、提
品质，不断完善硬件设施。

依托评估定级，新的变化发生。2023
年，我省公共图书馆馆舍面积总计约108
万平方米，阅览座席总量10.8万余个，同
比增长7.47%。阅读空间和分馆数量不断
提升，全省新型阅读空间达1264个；分
馆数量5568个，同比增长1.15%。

遍布街巷乡村的图书馆和阅读空间，

像毛细血管一般，延伸在巴蜀大地，勾勒
出我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阅读新景。
2023年6月，成都高新区图书馆新馆开
馆。面积1.5万平方米、40余万册藏书、
1200多个阅览席位，让这里成为阅读爱
好者青睐的场所。总建筑面积1.62万平方
米的绵竹市图书馆、3500余平方米的得
荣县图书馆、3558平方米的康定市图书
馆等一批新馆相继投入使用，会理市图书
馆扩大至5400余平方米……“新生”的图
书馆，让人们阅读空间更广阔。

成都市彭州市的昌衡书院、眉山的
东坡书院等新型阅读空间，让人们行走
在充满美学色彩的阅读空间里。在“悦”
读中，体味书香之美、思辨之美、阅读之
美，让精神在阅读中丰盈绽放，让诗意
抵达心灵深处的“诗和远方”。

软硬兼备“阅读热”不止于读

过去几年，我省公共图书馆不仅实现
基础“硬实力”提升，还涌现出一批书香

“软服务”。成都图书馆打造的全新阅读推

广品牌——“图书馆之夜”系列活动，拉开
成都夜间“书”式生活。音乐会、非遗展示、
情景朗诵等进入夜间“书”式生活，展现成
都天府文化的书香气息、浓厚的阅读氛
围。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
的“古籍保护成果展示及互动体验活动”，
带读者亲身体验拓印等，解锁传统文化美
韵。成德眉资公共图书馆推出“图书外
卖”，读者不用去图书馆也能轻松“下单”
借阅图书，并享受送书上门服务。宜宾市
筠连县图书馆，借助幼儿绘本阅读活动，
巧用空间，活化功能，吸粉少年儿童，让县
级图书馆活动名额线上“秒空”。

2023 年，全省打造阅读服务品牌
857 个，面向未成年人的服务品牌 478
个，同比增长3.02%。全省举办读者活动

（讲座、展览、培训等）共 2.7 万场次，同
比增长20.92%，参与人次达2000多万，
同比增长19.31%。饱含青春潮趣的书香
阅读活动，带读者体味“从书籍到交集”
的川式阅读松弛感。

（下转第四版）

全省209个公共图书馆实现县域全覆盖

最是书香润人心

◎2024年甘孜融媒第一采访团

去往华丘光伏电站的山路颠簸，车
辆经过扬起漫天黄沙，当尘土散去，出
现在眼前的光伏板群，像一层会呼吸的
暗色铠甲，贴合着华丘山脊连绵起伏，
在日光的照耀下随着视角的变换显得
波光粼粼，犹如一汪淌在山顶的湖泊。

这个屹立于海拔4200米至4399米
之间的庞然大物，就是九龙县华丘光伏电
站项目，项目占地4800亩，属于高原山地
光伏项目，华丘光伏电站EPC项目总包
部项目总工刘小平说道，“这里海拔高，在
冬天作业，我们很多工人都冻得脱皮了”。

历经324天，克服了高海拔施工，作
业环境艰苦、气候恶劣、施工难度大等诸

多困难，累计229824根灌注桩，19152组
光伏组串，累计53.62万张双面玻组件，
76个光伏方阵，36.036km场内35kV集
电线路，20.831km220kV送出线路。

项目于2023 年12 月26日09 时顺
利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250MW，现累
计发电 7677 万千瓦时，节约标煤 3 万
吨，减排 CO2 7.6 万吨，从溪古水电站
并入四川电网，最终并入国家电网，将
高原绿色能源输送至全国各地。

“我们的项目在建设中始终坚守绿
色底线。”华丘光伏电站EPC项目总包部
项目总工刘小平指着光伏支架向记者介
绍道，“我们严格把控标准，结合当地牧
业需求，将光伏支架增高，光伏组件最低
离地高度1.8米，满足植被生长需要，保

障牛羊放牧空间，实现‘牧光’互补，切实
做到了守护绿水青山，坚持绿色发展。”

在建设期间，项目承建方持续创新
和改进技术，优化施工方案：灌注桩采
用自密实混凝土浇筑，确保了浇筑质
量，提高施工效率；项目采纳了一体智
能化电站设计理念，摒弃传统电缆而采
用光纤电缆，运用高集成、低功耗的智
能单元，刘小平解释道：“这一创新设计
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浪费，减少运营成
本。”光伏阵列区采用国内驰名的双面
双玻组件和较先进的逆变器，在有效提
升发电量、降低度电成本的同时，还具
备智能、高效、安全、可靠。

在海拔四千米高原上，华丘光伏电
站点亮了清洁能源可持续未来的“火

把”，而这个项目的建设更是通过“光
伏+就业”“光伏+基础设施提升”“光
伏+志愿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带动了当
地农牧、旅游、交通等产业发展，树立了

“光伏+N”的效益标杆。
陈文杰是九龙县本地人，大学毕业

后曾尝试多种就业，在得知自己所在的
乡要建设光伏项目时，他高兴不已，不
久前他来到华丘光伏电站，做起了现场
网格员。光伏电站时，陈文杰连连夸赞：

“华丘光伏项目使我们本地的资源得到
有序利用，我们也依托这个项目实现了
增收创收。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增加了个人的收入，还积累了光伏建设
和管理的经验。”

（下转第四版）

九龙华丘山顶聚起“光伏湖泊”

图为沈阳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