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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榕） 我省历史上首
支冰雪项目省队亮相赛场！22 日，2022-
2023 赛季全国冰壶冠军赛在内蒙古冰上
训练中心冰壶馆开战。在混双项目小组赛
中，刚刚组建不久的福建省冰壶队取得两
连胜，获得小组出线权。

本次比赛，福建冰壶队不仅是初登赛
场，更是在揭幕战中亮相。22 日上午 8 点
半，全国冰壶冠军赛混合双人组的首场比
赛在福建队和通化中学队之间进行。尽管

由王智宇和朱泽仰旭组成的福建队在前
两局以 0∶4 落后，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局比
赛中，他们连得 8分，并最终在第七局拿下
两分，将比分锁定在 10∶5 之后，迫使对手
提前一局认输，迎来开门红。

在当天晚上进行的第二轮比赛中，面
对实力强劲的吉林队，福建队开局就取得
2∶0 的领先，随后一路保持领先优势，并以
8∶5 击败对手，在取得两连胜的同时也获
得小组出线权。

据领队李鸿博介绍，除了混合项目之
外，福建省冰壶队还将参加男子组的比
赛，“由于福建冰雪项目起步较晚，目前队
伍以人才引进为主，同时依托现有的冰壶
场地积极开展项目的普及、推广，以及后
备人才培养”。在本次全国冠军赛之后，福
建省冰壶队还将参加全国冰壶锦标赛、全
国冰壶联赛以及明年 2月份的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

为 推 动 国 家“ 北 冰 南 展 ”、带 动“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战 略 实 施 ，我 省 近
年来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支持冰雪特色
校 建 立 冰 壶 、轮 滑 冰 球 、速 度 轮 滑 和 越
野滑轮等冰雪项目校队，推进冰雪运动
进校园。

本 次 比 赛 共 有 来 自 全 国 省 区 市 协
会、俱乐部、高校的 43 支代表队 300 余名
运动员参加混双、男子组、女子组比赛。
混双项目为期 5 天，男子组和女子组项目
将于 5 月进行。

我省历史上首支冰雪项目省队亮相

本报讯（记者 杨珊珊 通讯员 赵麟婷 李孟婷） 21 日，华侨
大学、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集美区人民政府签约共建
华侨大学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华侨大学与基地
12家战略合作伙伴代表企业集中签约，并启动 3个基地重点项目。

华侨大学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是去年 3 月
由商务部等 7 个部委评审认定的首批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之
一，是我省唯一入选的语言服务出口基地，也是全国首批仅有的 2
个高校语言服务出口基地之一。基地获批一年来，探索出了由华侨
大学、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集美区人民政府三方共建
的“政产学研用”协同管理模式。

当天，华侨大学还与 12 家战略合作伙伴代表企业集中签约，
同期启动 3 个重点项目。其中，“同心中文·智慧语言学习公共服务
平台”由华侨大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合作推出，致力于构
建全世界中文学习者的一站式学习服务社区；“象屿集团印尼员工
中文语言能力提升项目”是华侨大学为世界 500 强企业厦门象屿
集团印尼公司本土员工提供中文语言技能提升服务的项目之一；

“泰国普吉中学来华留学预科语言能力强化项目”旨在发挥华侨大
学国家来华留学预科教育基地中文速成教学及管理优势，通过短
期强化，帮助学生更好、更快、更全面地适应留学中国的要求。

校地携手共建国家语言服务领域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2 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我省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36 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 5 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
3 个，撤销专业 22 个。本次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
校 2023年本科招生计划。

学科专业调整是宏观调控人才供给的重要方式。2022 年，我
省出台《关于普通本科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
指导高校对接产业需要、聚焦区域产业结构，加强学科专业调整，
加强服务数学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建设和现代产
业新体系相关的学科专业建设；调整撤销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
匹配的学科专业。此次我省新增的本科专业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
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新增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工
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智慧海洋技术、智慧林业、资源环境
科学等专业，将更好地服务我省“四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印
度尼西亚语专业为全省首设，将重点培养一批对接国家对外开放
发展战略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下一步，我省将认真落实教育部等五部
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综合
应用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资源配置等，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科
专业的优化调整。

我省高校新增36个本科专业

本报讯（通讯员 郑志忠） 23 日，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叔父》
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开机。预计年底前将在全国院线播映。

影片以木兰溪畔为背景，讲述了曾饱受水患之苦的阿刚不顾
家人反对，含辛茹苦把救命恩人临危托付的子女抚养成人的故事。
在“叔父”阿刚影响下，秉承“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莆阳古训，
孩子发愤图强，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电影紧扣时
代发展主题，呈现了木兰溪从水患之河到最美家乡河的蝶变历程。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叔父》开拍

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黄莺莺） 22 日，为期 4 日的
2023 年中国平潭全国中老年气排球精英赛在平潭全民健身中心
圆满落幕。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分为中年组和老年组，汇聚来自全国 18
个省份的 64支队伍，参赛人员年龄在 45~69岁之间。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气排球队斩获男子
中年组冠军，福建省莆田市排球协会队斩获女子中年组冠军。

据了解，与普通排球相比，气排球场地更软、球网更低、球速更
慢，且参与门槛较低，是一项集健身、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运动项
目。此次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气排球爱好者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切磋
球技的平台，助推全民健身运动的健康发展，展现中老年人精神风
采，让中老年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收获健康。

题图：选手们在比赛中。 本报通讯员 念望舒 摄

全国中老年气排球精英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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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图书馆真大，藏书真多！哥哥姐姐们
的读书活动好有趣！”23 日上午，在福州大学图书
馆以“爱在福大·阅读无垠”为主题的世界读书日
活动现场，一群长乐华侨中学教育集团八年级学
生和福州民族小学五年级学生受邀而来，与福州
大学“三爱读书社”的同学们共读《闽山闽水物华
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体验大学生们精心策划
的阅读活动。

“腹有诗书气自华。”在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我省各地各校积极引导学生参与阅读、享
受阅读，让学生们在阅读中得到滋养。在莆田市第
二实验小学，115 名选手走上“说爱书”赛场，讲述

《老人与海》《谁是最可爱的人》《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等经典书目，表达着对书籍的热爱和阅读的收
获；在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小英雄雨
来》《小萝卜头的故事》等 39 个中小学课本剧在舞
台上生动展示，学生们在“课”中学，在“剧”中悟，
潜移默化增进理解。

在南平市建阳区实验小学《少年中国说》千
人诵读活动现场，琅琅书声铿锵有力，学生们把
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字里行间，以
充沛饱满的感情、自信大方的形象，展现了中国
少年的风采。

“千古一梦，共话红楼”——《红楼梦》知多少
知识竞赛在福州屏东中学激烈进行。同学们用独
特的方式品读经典、诠释经典、致敬经典。

悦读经典活动，还有专家亲自下场导读——
在漳州市芗城区小学，闽南师范大学刘立振教授

给学生们带去“名著导读”专题讲座。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全体学生

参与了一场“领略诗词魅力 传承文化经典”诗词
大会，每班推选出 10 名同学晋级年段百人团总决
赛。诗词大会重点考查学生的诗词积累与运用，以
及有关诗人、创作背景等文学常识。

阅读还可以形成课程。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
二小学教育集团探索导读课—推进课—读后交流
课—阅读拓展课的“融阅读”课程体系，让阅读真
正在课堂发生。学校依据不同学段特点，开展同文
体系列阅读、同主题纵深阅读、从单学科到跨学科
阅读、从书本到生活的探究性阅读。从读到写、从
读到演、从读到做、从读到创，该校引导学生“把书
读活”，助力综合素养提升，带动育人方式变革。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对标教育部等八部门
日前印发的《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
案》，我省正在多措并举鼓励学校开设阅读课，要
求义务教育学校将读书行动纳入“双减”工作，严
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为学生阅读创造空间，并在
学校课后服务中开设阅读活动项目。我省将面向
职业院校学生，实施“未来工匠”读书行动；面向普
通高校学生，实施“书香激扬青春”读书行动；面向
农村中小学生，实施“我的书屋·我的梦”读书行
动，促进农村中小学生阅读。

右图：福州大学世界读书日活动现场，受邀而
来的长乐华侨中学教育集团和福州民族小学的学
生在参加大学生读书社团活动。

在阅读中得到滋养
□本报记者 储白珊 文/图

23 日是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泉州市泉港区的新华书店、图书馆、农家书屋等迎
来许多爱好阅读的群众。图为在泉港区新华书店，几名小读者在大人的陪伴下阅读
绘本书籍。 本报通讯员 林弘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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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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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竞男 冯源 张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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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昨日，“滋
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2023年
福建省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暨“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地
铁 1号线南门兜站举行。

活动现场，启动了“扬帆起航新征
程”——第五届福建省“读中华经典 颂
时代华章”诵读比赛和“阅向未来”首届
福建省青少年演讲大赛，由福建省图书
馆与福州地铁共建的“书香地铁”线上阅
读专区也正式上线。

本次活动以“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
化自信”为主题，聚焦弘扬朱子文化、福
文化等，策划举办了 400 多场主题阅读
活动。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上下联
动，线上、线下联动，推动更多优秀文化

产品和服务“破圈”“出圈”。
在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级公共

图书馆将走进城乡、深入社区，举办讲
座、展览、读书会、图书推荐、知识竞赛与
教育培训等全民阅读等活动。

又讯（记者 陈尹荔） 22 日，“涵泳
朱子文化，共赏福韵书香”——福建省第
六届“正谊杯”古诗文大赛决赛在福建省
图书馆正谊书院举办。

本 次 大 赛 自 今 年 3 月 举 办 以 来 ，
吸 引 全 省 44 家 图 书 馆 及 相 关 单 位 参
与 赛 事 承 办 ，5000 余 名 选 手 通 过 线 上
或 线 下 形 式 参 与 赛 事 比 拼 ，12.8 万 人
线 上 参 与 了 赛 前 经 典 诗 文 知 识 排 位
赛 及 朱 子 文 化 、福 文 化 专 题 线 上 推 广
活动。

2023年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启动

新华社东京4月23日电 日本研究人员最新报告说，他们通
过高分子材料设计新方法，改善了以植物为原料的塑料的功能性，
同时，使用后的废塑料能降解成肥料再次得到利用。相关论文已发
表于英国《聚合物化学》杂志上。

东京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此前的研究发现，让从葡萄糖
提取的异山梨醇型聚碳酸酯（PIC）和氨发生反应，其分解产物异
山梨醇和尿素的混合物可用作肥料。但是 PIC 本身比较脆弱，若要
作为高分子材料使用需要改善其功能使其更加实用。

在本次研究中，东京大学和千叶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
高分子材料设计新方法，让来自植物的一种甘露醇与异山梨醇生
成了共聚物，它展现出更好的耐热性，并且降解速度比 PIC 更快。
研究人员将这种共聚物的降解产物异山梨醇等和尿素混合，用于
最常见的模型植物拟南芥的栽培试验，证实这些降解物能发挥肥
料的功能。

公报说，本次合成的共聚物以来自植物的糖为原料，可再生，
今后有望作为生物工程塑料应用。本次研究中的高分子材料设计
新方法有助于应对废弃塑料和粮食问题。

新方法可使植物塑料降解成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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