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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图 张燕）“您好，
欢迎乘车！这里有数字图书二维码，
扫一扫即可免费乐享海量数字图书资
源。”4月23日，王涛驾驶K1路公交
车，从火车站驶向聊大西校南门，每
有乘客上车，他总会耐心提醒。

家住东昌府区三里铺风景小区的
张超，是当天第一个登上这路公交车
的乘客。车窗上部张贴的海报，引起
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同时印有“全
民阅读 书香聊城”字样和聊城市海
源阁图书馆二维码的公益海报。

张超喜欢读书，也是海源阁图书
馆的铁杆粉丝。只要时间允许，每周
末他都会带着孩子去那里看书。“古人
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这
是王超坚持读书以及鼓励孩子多看书
的原因。

作为一名阅读爱好者，看到“免
费阅读资源”，张超立马动了心。扫

码进入海源阁数字图书馆浏览一番
后，他最终在“全民阅读平台”打开

《文物里的早期中国》 一书，饶有兴
趣地阅读起来。

“数字图书、电子期刊、视频、音
频……啥都有，还全部免费，这个文化
惠民活动搞得好！有了它，我以后随
时随地都能阅读。”张超高兴地说。

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当下，为进一
步推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聊
城”，今年，海源阁图书馆将原有数
字图书资源进行升级、整合，建成海
源阁数字图书馆，让读者足不出户就
能畅游书海。

海源阁图书馆副馆长杨虹介绍，
目前海源阁数字图书馆一期推出数字
资源30万G，涵盖图书150万种22大
类、电子期刊3万种、视频2.5万集、
音频28万集、公开课1.2万集，政府
公开信息4.1万条、图片5.2万张、连

环画5264册、地方文献128种。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名片，是展示

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为丰盈市
民“文化粮仓”，让水城溢满书香，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当天，我市将海
源阁数字资源“搬”上公交车，成功
打造了一座“流动的图书馆”。

“我们在主城区客流量较大的1—
7 号线路 150 辆公交车上，进行了首
批数字图书资源投放。今年，我们还
将联合聊城公交集团将数字图书资源
送到农村，实现全市公交数字资源全
覆盖。”杨虹介绍。

将数字图书“搬”上公交车，只
是我市全面推广数字阅读的第一步。
目前，海源阁图书馆正在根据不同人
群、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筹备数字资
源“进军营”“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系列活动。

打造“流动的图书馆”

我市将数字图书“搬”上公交车

正如同一个人既要有骨骼也
要有血肉一样，一座城市也是这
样，如果说高楼大厦、道路桥梁是
城市的骨骼，那么浓郁的文化气
息就是城市的血肉。

一个有血有肉的城市，不仅
是市民生活的乐园，也是大家精
神的家园。在工业化、城市化浪
潮滚滚而来的今天，用什么来丰
盈城市的血肉呢？我们的回答
是：书香。

书香，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成
就一座城。

读书，不仅是对一部分人的
要求，也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有
人认为，读书是专家学者的事，是
做学问搞研究用的，大部分人既
不做学问也不搞研究，所以不用读
书。此言差矣。人活着，既需要物
质的供给，也需要精神的营养。身
体上的营养不良要靠吃药，精神
上的营养不良要靠读书。书籍是
丰富精神的最好养料，读书不会
使人富有，但能使人高贵。古人
云开卷有益，不是虚言。

读书，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
一辈子的事。有人认为，读书是
学生的事，走向社会后就需要读
社会这本大书了，言外之意，白纸
黑字的书无须再读，本人要研究

“社会学”了，颇有大鹏展翅恨天

低之意。依我说，“社会学”要研
究，但书也要读下去。人的学问、
知识、能力是从学习中得来的，读
书是学习的重要方式，丢弃了读
书，相当于舍弃了通向成功之路
的一根拐杖，这不是自废武功
么？所以，书不但要读下去，还要
活到老学到老，要让读书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

读书，不仅是人的需要，也是
城市的需要。城市的发展，既要
靠经济硬实力，也要靠文化软实
力。好多人从钢筋水泥的大城市
中跑到一些小城市去休闲、度假，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城市有趣、
有味。从这个角度讲，书香也是
生产力，文化品位也是竞争力。
城市的发展要刚柔相济、兼容并
蓄，一座书香氤氲、个性鲜明的城
市，是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所在。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聊城的
进程中，阵阵书香将标注出城市
新坐标，让这座城市出色、为这座
城市添彩。

在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之际，
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读书的话
题，探究其不仅是对个人也是对
这座城市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
义，目的只有一个——人人阅读，
终生阅读。

让书香氤氲一座城
■ 朱海波

最是书香能致远。有人说阅读陪伴成长，有人说书香点亮心灵，可见阅读给人带来的
影响之深刻。

书籍的生命，是被阅读唤醒的。爱阅读，除了能反映一个市民的文明素质，也能体现一
座城市的文明底蕴。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快“书香聊城”建设。从城市到乡村，从

学校到社区，从家庭到个人……我市“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益浓厚，市民阅读兴趣和文明素养
进一步提升。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城市浸润的书香、人与
书的相知相拥。

■ 文/图 张燕

4月23日，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
洒向光岳楼。

91岁的刘凤梧，身着一套别有12
枚纪念奖章的墨绿色军装出现在光岳
楼广场。在众人注目下，他将一本名
为《艰辛 幸运 我的人生》的自传，郑
重交到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馆长陈清
义手中。

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
聊城”，当天，我市在古城光岳楼广场
举办了“新时代 新聊城”第五届书香
聊城全民阅读季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我市发出捐书倡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老兵刘凤梧，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白云热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公安部签约作家李
汉卿，聊城市知名作家王西广，4 名
代表向海源阁图书馆捐赠图书 12 大
类306本。

佩戴勋章的刘凤梧是全场的焦
点。1931年，他出生在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刘海子村的一个贫困家庭，

16 岁时参军，而后一直跟随部队四
处征战，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以及抗美援
朝战争。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
响。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的
一次战役，其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
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刘凤梧不畏
牺牲，主动请缨奔赴抗战最前线，并荣
立个人三等功。

回国后，刘凤梧先后在山东省工
农速成中学、中国人民大学求学 8
年。1962年，毕业时，他在《北京日报》
刊登文章《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而后毅然决然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额敏县，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

2001年至2010年，刘凤梧利用10
年中的“零碎”时间，将自己的人生经
历写成了回忆录《艰辛 幸运 我的人
生》。这本书共有5万字，刘凤梧对童
年、参军、工作、晚年生活 4 个阶段进
行了回忆。

得知我市将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启
动公益捐书活动，刘凤梧第一时间报
了名。“捐书是我对读书日最好的致
敬。这本书记录了在党的培养下，我

从一个‘穷苦娃’成长为革命军人、人
民警察的历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我现在的幸福生活。我想把这本书捐
给图书馆，让更多人看到它，珍惜现在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我们打算建设聊城地方文化名
人著作馆，将其打造成展示聊城地
方文化和当代文化名人风采的
一个平台，并为后人研究聊城
地方文化名人积累文献资
料。”陈清义
介绍。

聊 城
地 方 文 化
名 人 著 作
馆是海源
阁图书馆
正在筹备
打造的一个特
色项目，这在全省
尚属首座。除启
动仪式上 4 名代表捐
赠图书外，目前已有多名
地方文化名人联系海源阁
图书馆进行捐书。

捐书，致敬读书日

本报讯（张燕） 4月23日，我市
向“海源书房”叁叁加店、时光·印店、
海源阁店、临清京杭书院店4家公益
性书店颁授“城市书房”牌匾。这标
志着我市打造的第一批城市书房正
式亮相，这些城市书房将免费向公众
开放。

城市书房是打造全民阅读的重
要平台，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建设“书
香聊城”的重要文化保障。为了打造

“15分钟阅读圈”，让水城溢满书香，
我市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不少
于50座城市书房。

在城市书房建设上，我市遵循
“新建一批、合作一批、改造一批”原
则，对首批城市书房，探索“政府+社
会力量”共建模式，由政府主导，发动
社会力量出场地、出资金、出服务。
这种建设模式，既盘活了现有社会文
化资源，又保证了每座城市书房独具
特色。

成为我市重点打造的首批城市
书房，“海源书房”叁叁加店负责人王
新感觉很荣幸。2021年，她在柳园南
路 28 号建材家属院门口，将一栋占
地300平方米的毛坯房，改造成了一
座公益图书馆，取名“叁叁加”。

“叁叁加”是一家集咖啡休闲、图
书借阅和24小时自习服务于一体的

新型图书馆。打造这样一座图书馆，
是王新从小的梦想。“家人在新华书
店工作，从小耳濡目染，我也喜欢上
书籍散发的墨香。”王新说。

王新的梦想虽然实现了，但是她
还有更大的目标去完成——让更多
人读到好书、爱上阅读。目前，“海源
书房”叁叁加店共有图书4000册，远
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定期更
新书籍数量和种类迫在眉睫。

“书籍 3 个月更新一次，每次更
新2/3，1本新书平均50元，更新一次
需要花费 12 万元，这对收入微薄的
公益图书馆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
支。”王新感慨地说，她很想及时更新
书籍，但奈何经常囊中羞涩。

这不只是王新一个人的问题，而
是公益图书馆普遍面临的难题。挂
牌“城市书房”后，他们的难题迎刃而
解。为保证以“政府+社会力量”打
造的首批城市书房正常运行，我市正
在筹措专项资金，定期为其更新书
籍。

“以‘政府+社会力量’模式建设
城市书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公益图书馆的运营成本，还能让读者
及时看到新书，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精神粮仓’。”来“海源书房”叁叁加
店借阅书籍的市民王靖涵表示。

我市4座城市书房挂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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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乘客扫码领取免费数字资源乘客扫码领取免费数字资源

刘凤梧展示刘凤梧展示““战地日记战地日记””

4月23日，市民带着孩
子在位于开发区的普禾书吧阅
读。当日是第 27 个世界读书
日，恰逢周末，到市城区各大书
店看书和购书的市民络绎不绝。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4月 20日，沐凡舍人文
书店举办了精彩的翻转课堂《幸
福关系的7段旅程》。在翻转课
堂中，主讲人只需“抛砖”，学员
们便成为主动探索的一方，大家
在动手实践、分享交流中碰撞思
想的火花。 ■ 赵琦 周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