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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ead

在第二十六个世界读书日前后，
文化底蕴深厚的湘潭，以各种读书活
动延续着一座城市的内涵。湘潭人
的阅读远远不只是在“读书日”，而是
发生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帧画面里。
随着信息时代来临，“书”的选择更加
丰富多样了，“读”的形式也更加灵活
多元了。人们可以随意钻进街头的
书馆，享受书香和咖啡的双重惬意；
可以参加主题读书活动，跟随名家学
者碰撞思想的火花；也可以随时随地
打开手机，在掌上方寸天地看大千世
界的繁华。

阅读服务日趋完善

4月 23日，湘潭县首家 24小时
自助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内藏
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众多
领域，其中少儿读本占50%以上。有
趣的是，这个图书馆极具现代化和科
技感，十分符合当代人的时尚阅读体
验。读者可“刷脸”进入，几分钟内便
能轻松完成自助借书、还书，孩子可
以看绘本、听故事，还能根据绘本内
容画画，还可以在朗读区域录制音
频。

此时，爱读书的市民朋友一定会
感慨，“我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越来
越便民、时尚了。”还记得最早的一批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吗？河东湖湘西
路市总工会旁就有一个，露天的，市
民免费申办读者证、交纳借书押金
后，可随时借还书。后来，一批室内
24小时自助图书屋兴建起来。市图
书馆前就有这样一个书屋，即使没有
读者卡，市民也可以凭身份证进入，
里面藏书更多了，既能在现场体验阅
读，也可通过智能机自助借还书。

这是我市完善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的一个缩影。为满足城乡居民阅

读需求，营造“书香湘潭”氛围，2016
年，市文旅广体局开始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试点。目前，我市共建有分
馆88个，基层流动点180余个。该体
系以市图书馆管理平台为中心，与湘
潭县、韶山市、岳塘区、雨湖区图书馆
完成了数据对接，实现了通借通还、
资源共享（暂不包括湘乡市图书馆）。

作为图书馆外延服务的有效形
式，我市已建成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23个，广泛分布于5个县市区。我市
的阅读服务末梢还延伸到了公园、企
业、社区、乡村，职工之家、社区综合
服务站、乡镇文化服务点、农家书屋
等场所纷纷建起了“阅读角”。其中，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清风村，我市建成
了中部五省首家村级24小时自助图
书馆。

线上阅读深受青睐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看
电子书。在闲暇时刻，入睡前夕，还
有一些长时间的无聊等待中，他们只
需打开手机，就能满足自己对知识的
渴望。

除了自己购买电子书之外，湘潭
市民当然也可以登录公共服务性的
掌上图书馆。“大家可以通过多重途
径来登录，比如湘潭市移动图书馆
App，湘潭市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
号等，都可以免费阅读。”市图书馆
馆长沈艾飞说。随后，我们也通过
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体验了一番，
进入公众号后，打开界面下方的“云
阅读”“掌上图书馆”，里面就有大量
图书、期刊、讲座、绘本等，能满足
老、中、青、少儿等各个群体的不同
需求。

随着市民对线上阅读需求的日
益增加，很多机关单位也十分注重电
子阅读平台的建设。去年，湘乡市总
工会被湖南省总工会纳入全省首个
网上工会建设试点单位，网上图书馆
建设就是一项重要内容。湘乡市总
工会的入会职工，皆可免费下载“移
动图书馆”App，图书、报纸、期刊、新
书、名师讲坛、有声读物等海量内容
任你“点单”，深受职工好评。

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长株潭三
市图书馆馆长共同签订了《长株潭公
共图书馆联盟协议》，将逐步推进联
盟内数字资源“一卡通”，湘潭市民足
不出户就能畅享长株潭“云阅读”，阅
读的世界更加开阔了。

全民阅读氛围渐浓

4月 24日上午，在湘潭市图书馆
三楼多功能厅，市图书馆举办湘潭文
化讲坛——党史专题系列讲座。湘潭
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艳丰以《五四
运动：中国青年的热血从未凉》为题，
带大家领略了中国热血青年的风采。

这是我市举办读书活动的一个
场景。近年来，为了在全社会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我
市开展了“书香湘潭”全民阅读活
动。市委宣传部出版版权科科长毛
维军介绍，仅在2020年，我市就推出
了“月秀越开心·书香飘莲城”、“阅享
公益行”、全市少年儿童主题读书推
广、“湘潭文化讲坛”、“飞花令”大赛、

“领读者”等 13项读书活动。今年 4
月 23日，“经典诵百年”暨全民阅读
活动也正式启动了。

很多读书活动都做出了影响
力。市图书馆举办的“湘潭文化讲
坛”于2014年10月正式推出，以湘潭
历史、人文地理、民风民俗、文化艺术
等为主要内容，已连续举办70余场，
入选第三届“书香湖南”全民阅读品
牌项目。湘潭市少年儿童主题读书
活动为第三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项目，每年活动多达近 200
场，吸引了全市数万名中小学生参
与，市少儿图书馆还获评全国家庭亲
子阅读基地。“飞花令”大赛以古诗词
接龙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学习古诗
词，深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浓浓的全民阅读氛围中，读书
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两个市
全民阅读协会分会活动火爆，不少机
关单位成立职工阅读兴趣小组，一些
热爱阅读的市民也自发组织读书活
动。在朗朗读书声中，书香浸润了整
座城市。

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出生的小城
市少年的回忆里，
鲁迅先生的《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
是必背课文。没有
条件去到远在浙江

绍兴的三味书屋，又要找到相似感觉，
大约可以走进市图书馆。它的旁边，
有一个更大的“百草园”——雨湖公
园，少年们在这里认识植物、动物，玩
累了就到图书馆里读一读书，就这样，
莲城少年与大文豪有了某种“遥远的
相似性”。

时光荏苒，雨湖公园里早就停摆
了游船、游乐场，安静了不少，但图书
馆还在原地，馆里地板还是当年的老
样子。里面的藏书呢？经过了几代人
翻阅的历史书籍、地方文献，更有了时
光的况味。

如果某一天你想起了童年的阅读
故事，你会不自觉来到这里；如果某一
天你想了解这座在文化中浸润的城
市，你一定要来到这里。城市已然巨
变，而它，从未年轻，也从未老去。

“布衣暖，菜根
香，诗书滋味长。”
喜读书的人，想起
这句都会会心一
笑，这也包括“米
店”老板老罗。“米
店”不是卖米的地

方，是一首歌，也是白石公馆六楼的一
家书店。

说是书店，却有一整面墙用来存
放色彩斑斓的杯子，也卖饮品和简
餐。来米店的人总是饥肠辘辘，有的人
饱餐之后就钻进旁边的电影院；有的人
则会留一会儿，逗留时间更长的人会在
墙上拥有一个独属于他的杯子。

留下来的不仅是斑斓的杯子，还
有一百多本留言集。

老罗和波仔经常在米店谈论贾樟
柯和王小帅，读左小祖咒，当然也一定
不会错过那位他们共同喜欢的南京歌
手。那位离开湘潭前，在米店和好友
丽丽吃最后一顿饭的女孩，这两年又
回来了，丽丽胖了三十斤。还有，那位
有轻微抑郁症的朋友，被米店和书籍
治愈了……

留言本里好多人说，离开湘潭再
久，回来时一定会到米店报到，老罗
却说：“如果有一天米店不做了，这
些留言就是我老了后，最好的下酒
菜了。”

“如果有天书
店不做了……”开
书店的人好像都喜
欢说这句“丧气”
话。

做一家实体书
店，越来越难了，毕
竟，情怀养不活读

书人。大型连锁书店西西弗当然懂这
个道理，他们的选址向来“避静择闹”，
建设路口步步高一楼就有一家。

复古精致的装潢、功能明晰的分
区、专供饮品甜点的配套咖啡馆、进门
处的文创产品区……都显示出了书店
的商业“野心”。咖啡的味道很浓郁，
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卖到了34元。

书店要活下来，必须有商业运
作。不管是来“网红书店”拍照打卡，
还是来咖啡馆休憩交谈，不可否认的
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这里。

未来的书店，还会有哪些味道？
难以想象。可以确定的是—— 书店
永远有旧书在，永远有新人来。因为
阅读最大的魅力，不在这些观察里，要
去书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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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晚，河东万达华府小
区，11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阅读爱好
者在“小妃书屋”交流读书感受、开
展诗歌朗诵。书屋的主人黄文辉是
一名普通的税务工作者，53岁，其笔
名凌小妃更为人所熟知。

2013年，黄文辉上了一堂传统
文化课程，便对阅读、朗诵产生了浓
厚兴趣，并逐渐延伸到写现代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很快她又萌生
了创办阅读爱好者交流平台的想
法。2016年，她申请了一个以“小妃
书屋”命名的微信公众号 ，这是一
个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推广文
学、读书等活动的公益交流平台，分
享的作品不仅来自国、省、市知名作
家，还有海外作家。2016年 7月 23
日，黄文辉参与策划了“笔尖下的柔
情”海外文心社作家和湘女作家面
对面暨海内外旗袍诗歌朗诵会，活
动吸引了本地及河南、山东、香港、
美国等地50多名作家和200多名旗

袍爱好者，引起了强烈反响。
起初，由于没有费用，黄文辉只

好经常找朋友帮忙免费提供活动场
地。随着“小妃书屋”名气越来越
大，活动场次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
急需设立一个固定的活动场地。
2018年 4月，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
黄文辉把万达华府的新房装修成书
屋，义务为大家提供阅读交流场所，

“小妃书屋”终于有正式落脚点了。
去年受疫情影响，“小妃书屋”的阅
读分享活动从线下搬到了线上。他
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自卑与超
越》《断舍离》等经典著作，并写了许
多读书体会。

“小妃书屋”的活动参与者以女
性居多，年龄从10多岁到60多岁不
等。年近六旬的李女士 3年前加入

“小妃书屋”后，几乎每场分享活动
她都不落下。“我很喜欢阅读，也有
一个文学梦，可由于工作和生活等
原因，这点爱好就荒废了。”李女士

说，她不仅在“小妃书屋”重拾阅读
爱好，还学会了写诗、朗诵，圆了自
己的文学梦。

成立 5年来，“小妃书屋”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文学、
推崇阅读，已举办各种写作、诵读培
训和主题阅读分享活动110多场，通
过网易、搜狐、微信、喜马拉雅电台
等平台，推出各类原创文学作品480
多期，书香气息还传播到了海外。

如今，“小妃书屋”聚集了来自
各行各业的众多阅读爱好者，黄文辉
还和书屋义工刘舟、希希、清玉等一
起，承接了2021年岳塘区10多个街
道的阅读推广活动。因为公益，“小妃
书屋”还获得了省教育厅颁发的“老百
姓最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湘潭
市“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等称号。

没有酬劳，还要免费提供场地，
有些人认为黄文辉很傻，但她觉得，
能给大家提供一个阅读分享和交流
的平台，很值得。

本报讯（记者 谷桔）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满足广大读者
对党史书籍的阅读需求，韶山市图书
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共同打造的 24
小时党史主题图书馆，于近日在韶山
市清溪镇揭牌开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4小时党史主题图书馆上架了
党史学习教育图书2800余册，内容涵
盖毛泽东生平与思想、党史、国史、军
史等方面，每月都会更新。馆内推出
集“借、阅、查”为一体的智能化管理系
统，实现自助式借还书和全天候开放，
为广大市民和来韶游客提供了“高效、
便捷、舒适”的党史学习和阅读休闲服

务，受到广大市民和来韶游客的热烈
欢迎。自今年 2月试运行以来，该图
书馆吸引了很多读者前来“打卡”，特
别是在周末、节假日，每天的读者有近
200 人次，至今共接待读者和游客
6000余人次。

依托 24小时党史主题图书馆，韶
山市图书馆于 4月 12日和 4月 17日，
先后举办了两场“党史故事我来讲”活
动，接下来还将继续举办相关活动向
读者传播红色故事。该党史图书馆也
成为许多机关单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场所，离图书馆最近的清溪镇
政府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4月 22日下午，市
城管局举办党史学习
教育第十一期“我心中
的英雄”专题读书会。
大家观看了近代民主
革命志士秋瑾纪录短
片，分享读书心得，介
绍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榜样，伟人毛泽东“敢
教日月换新天”、“逆
行”院士钟南山攻坚克
难…… 大家励志向榜
样看齐，在新时代长征
路上书写辉煌篇章。

（吴珊 李靖）

编者按：书籍是有情怀的灵魂伴侣，阅读是有温度的

精神旅行。开怀畅快时，阅读伴你举杯邀月对饮高歌；孤

独落寞时，阅读妆点你的心灵思绪；迷惘错愕时，阅读又

像一盏明灯指引你前程。每一本书皆是历史精华、文明

智慧的浓缩，每一次阅读皆能让思想和心志充满澎湃能

量。无论是拥挤的车厢，还是空荡的街道，亦或是夜深人

静的书房，阅读随时随地都能陪伴你，一起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维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腹有诗书气自华。让我们一起阅读吧，你的气质和

气度里，藏着走过的路，还有那些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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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自办书屋 分享阅读乐趣
本报记者 谭丽

今日“三味”书屋
——湘潭“网红阅读点”观察

本报记者 冯叶

韶山：

党史图书馆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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