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一天也不能落下

读者：胡月君
借阅时间：超过20年

阅读本就是一件乐事，在风景如
画的公园里阅读，更有一番美好。自
2015年起，市风景园林中心开放了雨
湖公园、和平公园、白石公园、菊花塘公
园、湖湘公园、杨梅洲公园等 6处公园
书吧，打造全民阅读的志愿服务驿站。

有一天，在公园散步的你一定也
会不自觉来到这里，寻一方世外桃源。

一

春日的暖阳透过树叶，投射在雨
湖公园书吧的窗棂上、文化墙上，忽明
忽暗的斑驳光影让这座书吧更有一种
古朴的味道。周三的上午，游园的人
不多，但公园书吧还是迎来了它的“铁
杆粉丝”。

雨湖公园是许多“70后”“80后”
少年时的游玩“圣地”，他们在这里认
识植物、动物，玩累了就趴在草地上读
一读书。时光荏苒，雨湖公园里早就
停摆了游船、游乐场，安静了不少。
2015年 5月湖园书吧开门迎客，又赋
予雨湖公园新的意义。

这里环境幽静，四面环水，开窗见
绿。书吧内是中国古典装修风格，圆
形茶几配圆形藤椅，北面与东面靠墙
处有舒适的靠背沙发，临窗而坐，花香
扑鼻，阳光温暖地洒在身上，让阅读有
了另一番优雅的意境。

由于疫情原因，湖园书吧关闭了
一段时间，却阻止不了书迷的热情，张
晓红就是其中一位。看到书吧开了
门，他赶紧进来挑选了一本书，坐到熟
悉的靠窗位置，心无旁骛地阅读起
来。“这里环境幽静，人不多，是个读书
的好地方。从书吧开放起，我就坚持
来。”张晓红说，尽管家中藏书不少，他

还是喜欢来湖园书吧看书，除了周一
闭馆日，他几乎天天都来，雷打不动。

这个面积 200 余平方米的书吧
里，共有藏书 3000余册，包含经典名
著、儿童读物、名人传记、科普知识等
各个种类，还有各类报纸杂志。书吧
的管理员张玲玲在这里工作了 5年，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经她手编号、管理，
每天她都细细地擦拭着书架，掸去书
上的灰尘，这里的一切她有着特殊的
感情，为这些书籍，更为这些书友。在
她的眼里，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二

坐落在菊花塘公园的菊园书吧是
我市 6个公园书吧中面积最大的一
个，占地面积足有 400余平方米。初
建成的菊园书吧，琴棋书画样样齐全，
纯公益向市民免费开放，除了可以阅
读之外，还能弈棋、弹筝、书画，一时成
了菊花塘公园的名片。在10000余册
藏书中，园方颇具匠心地专门开辟了园
林艺术这个类别，结合园林单位的特
长，书吧每年都会定期开展一系列的活
动，如园艺知识大讲堂、插花比赛等。

4月22日是菊园书吧成立7周年，
恰好又临近第 27个世界读书日，书吧
组织了一场“我钟爱的一篇美文”读书
分享会。类似这样的分享会，我市的
各个公园书吧都有，以满足书友们互
动交流的愿望。

菊园书吧的管理台上放着一个市
民意见交流本，字里行间都表达着对
读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在他们
的见证下，书吧设施与服务不断提升
完善。走近这里，走进书的世界，就像
经历了另一番人生，品尝了另一番苦
乐，体味了另一层的人生思索。

享受阅读与园林之美
——探寻我市公园书吧
本报记者 吴珊 实习生 刘婧怡

在 2021年的全市读者图书借
阅量排行榜中，75岁的邓海明名列
前茅，全年超过了 200册。当我们
了解到她更多时间是在株洲时，她
对书的这份喜爱，更是让人折服。

邓海明是宁乡人，1953年来到
湘潭。她是上世纪 60年代的高中
生，且初、高中都是在湘潭重点学校
市一中就读的。正当她满怀信心考
大学时，恰逢时代巨变，虽然没能圆
得了大学梦，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
丢。退休之后，邓海明有了更多的
时间阅读，她先是拿儿子的读者证
到市图书馆借书，后来又办了一本
属于自己的读者证。她喜欢看文学
类书籍，每次都是“顶格”（一个读者
证一次借书数量是有限的）借书。

自从儿子成为湖南工业大学教
师之后，邓海明经常要去株洲帮

忙。虽然大学里有图书馆，但那里
毕竟以专业书籍为主，远没有湘潭
市图书馆的藏书齐全。好在，如没
有特殊情况，她和儿子会在周五回
湘潭，周一再去株洲。每次回湘潭
的短暂时间里，邓海明必定会到湘
潭市图书馆走一趟，将上周借的书
还回来，再借几本新书。在往来湘
潭和株洲的途中，她一定会带上这
些书，因为这是她每个星期的精神
食粮。

在邓海明的影响下，她的一双
儿女也喜欢读书，后来都成了老师，
继续用书籍去影响更多的孩子。“只
有读书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邓
海明说，因为儿子的缘故，她身边都
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因为书籍，75岁
的她仍然能和这些年轻人对上话，
从中感知时代的脉搏。

带着书籍往返于湘潭和株洲

读者：邓海明
借阅时间：超过10年

湘乡人出了名的能干，大多风
风火火，说话利落清亮。但谢枚琼
却大不相同，与人聊天时语调轻缓，
乡音中少了几分锐气，多了几分温
润如玉。谢枚琼觉得，是多年热爱
读书的习惯，带给他这样一个坚毅
又温和的个性。

谢枚琼家有五口人，父母早已
退休，他本人在我市税务系统工作，
妻子是银行职员，儿子谢也伦刚刚
从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从职
业上看，似乎都和文学联系不大，但
他们一家都把读书当作极为有趣也
极为重要的事。假期里，一家人在
家里读几天书也不觉得无聊，有朋
友来家里借书、讨论，他们更觉得高
兴。“每月的主要开销都是购买书
籍、杂志。”目前，谢枚琼家中有各类
书籍3000余册，无论在老家还是在
湘潭市区的新家，都有一间独立的
书房，专门用来阅读。

谢枚琼告诉我们，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就认为一个人读书越多修养
就会越好，读书也是最健康、最有意
义的爱好。所以，他一直喜欢和爱
读书的人相处，希望有一个充满书
香的家庭。他和妻子的相识、相恋
也是因为两人都有阅读爱好，并且
能在书籍中产生共鸣。

除了浪漫的爱情，阅读带给谢
枚琼的还有很多。他说，阅读对人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获取知识、丰富
情感、拓展胸怀，从而让我们更清
醒、更洒脱地对待生活。如今，他能
在工作上得心应手，能做到不和家
人因琐事争吵，能始终对生活充满
信心和热情，都得益于在阅读中沉
淀了性情、汲取了智慧。

与此同时，爱读书也促成了谢
枚琼爱动笔写作的好习惯。30余
年来，他先后在《人民日报》《青年文
学》《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文学
作品 800多篇，公开出版文学作品
集六部。他创作出版红色税收历史
题材小说《生命线》，入选湖南省作
协、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2021年12月，他作为湘潭市和全国
税务系统唯一的代表，参加第十届
中国作协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重要讲话。

“至乐莫若读书，至善莫若教
子。”关于引导孩子读书，谢枚琼有
一个基本的心得：“做父母不能只对
孩子说读书有多好，更不能强迫他
们读书，而要以身作则，带着他们一
起到书的海洋里发现乐趣和智慧。”
自儿子谢也伦懂事起，谢枚琼和妻
子就经常带他去图书馆、书店逛。
每逢周末，夫妻俩还坚持与他一起
学习，共同讨论读书心得。在他们
的悉心培育下，谢也伦阳光上进，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个人修养全面
提升。

谢枚琼坦言，“孩子很自律、自
立，在学习和生活上没让我们操心，
我们一家人因此一直过得很惬意。”
2016年，谢枚琼家庭获评全国“书
香之家”，不久前又被评为全省“五
好家庭”。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主旋
律，对于谢枚琼一家来说，读书就是
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符。而书
籍，就像是一个大花园，他们一家人
一直在里面自由嬉戏、品味芬芳，美
好而圆满。

近年来，随着我市全民阅读活
动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居民小
区有了藏书馆和阅读室，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阅读，湘潭处处洋溢
着书香气息。

23日上午，以“推荐一本书”为
主题，岳塘区宝塔街道云峰社区党
群活动中心开展了一场“清源读书
会”，吸引了 20多位居民参加。活
动中，每人都带来了自己读过的一
本书，在会上进行 3～5分钟的分
享，接着大家互换书籍，对感兴趣的
书进行20分钟的快速阅读，然后谈
谈各自的阅读感悟。读者赵静怡带
来了书籍《摆渡人》，通过读书分享，
大家对人生有了多方面的思考。整
场活动下来，大家不仅对自己喜欢
的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扩大了
阅读面。这是“清源读书会”的第一
场，以后的每周六上午都会开展。

这只是云峰社区居民日常读书
活动的一个缩影。2020年12月，云
峰社区在党群活动中心二楼建成一
个社区图书馆，该馆和市图书馆实
现了书籍资源共享，定期会更新书

籍，居民凭身份证每次可以借 6本
书。为了方便居民阅读，社区图书
馆每天上班时间都会对外开放，这
个充满书香的空间很快就聚集了颇
高的人气，周末的人气更旺。社区
负责人介绍，该图书馆每年都会借
出书籍五六千册，而且借书数量呈
逐年上升趋势。

宝塔街道云盘社区的书香庭苑
小区，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小区。
该小区于 2020年7月1日开放共享
书屋，地点就选在离居民最近的业
委会办公楼里。到去年11月止，这
里的藏书超过了 4000册，其中有
1000多册是居民自发捐赠的。共享
书屋有志愿者值班，每天对外开放2
个小时（周一至周五19:00-21:00开
放，周末14:30-16:30开放），其间还
分季节免费提供热茶、凉水等暖心
服务，吸引了大量居民前来阅读。
志愿者邓茜文介绍，这里很受孩子
们欢迎，成了他们课余时间的“第二
课堂”。居民们对此反响非常好，纷
纷表示，“在家门口就能有如此便
捷、丰富的阅读体验，真的很不错！”

居民小区“书香”浓
本报记者 谷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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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证背后的阅读故事
本报记者 谷桔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

光”。湘潭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且崇尚阅读的城市，各

类读书会和读书活动、广泛分布的图书馆和书吧，为喜

欢阅读的市民提供了便利。截至目前，仅湘潭市图书馆

一家就发出读者证8万余个，而每一个读者证背后，都

有一颗热爱阅读的心和一个沐浴阳光的灵魂。

以书为园嗅芬芳
——一个全国“书香之家”的模样

本报记者 郑镱慧子

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胡月
君带上笔、本子、眼镜等读书必备品
出发了，目的地是湘潭市图书馆。20
多年来，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87岁的胡月君来自浏阳，1979
年转业到湘潭，受家境影响他小学
五年级都没读完，却一直爱读书。
那时，他在竹筒膜上滴些樟树籽油，
再放入灯芯，借着微弱的光读书，常
常读到家人一觉醒来他还不愿睡，
让父亲帮他四处借书更是常事。到
部队后，他经常利用中午时间读书，

并学会了俄文、无线电技术，后来还
成了新兵们的老师。

在湘潭市图书馆的阅读时光，
最让胡月君觉得幸福，“我没别的爱
好，就喜欢读书。这里有这么多书
籍、期刊，环境又好，是我小时候不
敢想象的，哪有不好好读书的道
理。”

他把对书的热爱“写”在了大大
小小的记事本里。“‘航天女教头’接
受央视专访……”“习近平总书记说
……”他将知识要点一一记录下来，
已经记了大大小小20多个笔记本。

他把对书的热爱“写”在了风雨
无阻的坚持中。他几乎每天都到市
图书馆“打卡”半天，若有事耽搁了，
必定会在后期补上。2020年疫情期
间，他依然坚持读书，图书馆工作人
员每次会将 3天的书籍、期刊送到
门口，让他带回家读，3天后再给他
更换。

踏着书籍的阶梯，“小学肄业
生”胡月君当过民办老师和企业厂
长、懂得国家大事、能指导孩子们学
习，还写得一手好书法。

周栩萱是一个年仅 12岁的六
年级学生，不过，她在湘潭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即湘潭市图书馆）的借阅
时间已经有7年了。

在周栩萱还不识字的时候，妈
妈罗筱蝶就带她来到市少儿图书
馆，轻声读绘本给她听，从此为她打
开了阅读这扇窗。最初，周栩萱几
乎每周会读一本书，后来因为要参
加各类培训班，读书时间少了一些，
自“双减”政策后读书时间又多了，
她别提有多开心。

“《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主要
是讲述 43个名人的故事，最让我
受启发的是冰心奶奶小时候的故
事……”阅读时间宽裕时，周栩萱
喜欢写读书笔记，本子上写满了书
名、书本里的经典内容摘抄、自己的
读后感等等。二年级时，周栩萱在
湖南省少年儿童系列读书活动

中获得“三湘少年儿童阅读之
星”称号。

在一次次阅读中，周栩萱尽情
地汲取书籍的养分，茁壮成长起
来。“读书对她的影响很大。”罗筱蝶
说，周栩萱就读于湘钢二校，她的作
文每年都被评为优秀，还多次在全
市、全省活动中获奖，在学校今年举
办的读书节活动中，她被指定参加
即将举行的作文竞赛。

这些年，罗筱蝶一边带着女儿
到市少儿图书馆阅读，一边参与少
儿图书馆的文化志愿活动。受妈妈
的影响，周栩萱不仅养成了爱读书
的习惯，也成了一名小志愿者。在
阅读之余，母女俩一起帮助图书馆
整理书籍、指导读者借还书、将图书
馆推荐的书籍转发到微信群、QQ群
里，以她们的力量影响着更多人爱
上阅读。

在阅读中成长

读者：周栩萱
借阅时间：7年

87岁的胡月君老人在市图书
馆翻阅书籍，几十年来他是这里的
“常客”。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市民在菊园书吧里看书。（本报记者 周涟渭 摄）

连日来，童心美语“书香少年”第二季“以书为友 阅读成长”活动在市
新华书店举办。4月17日—23日，每晚都有数十名学生和家长来到活动
现场参与读书视频录制分享、创建书香家庭现场问卷调查、好书推荐官新
书阅读计划等主题活动，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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