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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8 月 21 日，初秋的阳光穿过落地
窗，洒在位于古城区西侧的海源书
房·水云间里，三三两两的读者正仔
细挑选图书，几个年轻人在书桌前埋
头阅读，书房内沙沙的翻书声，让市
民宋琴香和她 10 岁的儿子放轻了脚
步。书房位于东昌湖畔，与水为邻，
依水而建，读者抬眼便可欣赏窗外的
楼台轩榭，湖光城影，一如它的名字
——水云间，在水一方，徜徉在书香
中，沉醉于湖光里。

或在市井烟火中，或在葱郁公园
间，或在园区幽静处……一店一景、别
具一格的城市书房，正在翻开聊城这
座城市的“阅读记忆”。

从藏书阁到图书馆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经过
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作为古代藏书
文化载体的藏书楼，为现今的人们保
存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聊城是一
座把灿烂悠久的文化深烙在血脉里的
城市，文人志士的层出不穷，更使得聊
城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

聊城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它与江苏
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
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
源的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
书楼。有着183年建成史的海源阁藏
书楼，是聊城文化昌盛的标志。明清
时期的东昌府科甲鼎盛，城内书院遍
布，刻书印刷业的发展十分耀眼，海源

阁 是 进 士 杨 以 增 于 清 道 光 二 十 年
（1840年）所建的私人藏书楼。

海源阁建成后的十几年里，正值
社会动荡，各家藏书多有散出，这给了
当时担任要职的杨以增机会。尤其是
他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江南藏书，一
时俱出，杨以增近水楼台先得月，收集
了不少江南藏书精华，通过大运河运
至家乡。经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至
清末，海源阁藏书20万卷有余，盛极一
时。

后历经战乱，海源阁迭遭破坏，所
藏图书部分散失，但聊城对读书、藏书
的热情有增无减。1992 年，聊城市在
原址重新修复了海源阁，时光荏苒，古

老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百年藏书楼
融入烟火城市，现在的“海源阁图书
馆”，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借阅馆内图
书，海源阁网上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
也再以现代的方式方便着广大读者。

繁华城市的静谧空间

一座城市需要繁华的文化地标，
也需要静谧的文化空间。

一盏灯，亮在临街的落地窗后，驱
散车水马龙的喧嚣；一些人，坐在木质
的书桌前，尽享书海泛舟的静谧……
这样的惬意场景，出现在海源书店·开
发区城市书房。这是聊城市首个建在

政务服务中心的城市书房，同时也是
全市首个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
书房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书近4
万册，设有电子书刊借阅机，配备了网
络书籍和自动办证设备，通过数字化、
便民化、智慧化硬件设置，将互联网与
传统图书阅览完美融合。

书房“走近”群众，群众走进书
房。李弘毅就是这家书店的受益者，
他住在东昌丽都小区，原先周边没有
24小时书店，这家城市书房的开业，让
李弘毅喜出望外，“有时候晚饭后出来
散步，就会到书店里坐坐。”李弘毅说，
现在，他的孩子也成了书店的常客，

“暑假里几乎每天都会到书店，来了就
不愿意走。”

一间城市书房，不仅是对公共文
化空间的有益补充，也是观察一座城
市精神气象的精妙切口。去年10月，
我市依托海源阁藏书楼文化底蕴，创
建了“海源书房”城市书房品牌，对城
市书房统一名称、统一 logo、统一标
准、统一管理，依托城市书房广泛开展
沉浸式、体验式、互动性文化交流活
动。漫步聊城的街巷、热门商圈甚至
政务中心，人们总能与一家家独具特
色的书店相遇，享受无处不在的浓浓
书香。

随着“书香聊城”建设工作的持续
推进，城市书房在街头巷尾落地生根，
截至今年 7 月，全市共建成 37 家各具
特色的城市书房，不仅为市民提供了
提升自我的空间，也蕴藏着这座城市
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城市书房为阅读亮起不灭的灯，
也照亮人们前进的路。

书香浓处是吾乡
——翻开聊城这座城市的“阅读记忆”

■ 本报记者 马永伟

这个暑期，聊城旅游市场持续升
温，多个旅游景区和网红打卡点人流如
织。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游客在游
玩过程中都能自觉做到文明旅游，包括
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插队、不乱扔垃
圾等。游客们在领略“两河明珠”壮美
景色的同时，让文明一路做伴，风景和
旅程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8 月 19 日，在古城区南水桥附近，
记者偶遇从内蒙古来聊城旅游的翟女
士一家。东昌湖湿地公园盛开的莲花
吸引着他们在岸边拍照、打卡，并让记

者给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第
二次到聊城玩，东昌湖美景名不虚传，
城市美丽干净，人也文明好客。”

古城区除了有独特的自然风光，还
有不少人文景观，比如光岳楼、山陕会
馆、聊城县署等，观赏时都需要特别爱
护。当天，记者走访发现，在这些人文
景区，游客都能遵守规定，自觉排队参
观，不高声喧哗，通过狭窄通道、陡峭路
段时，注意礼让他人，不争先抢行，景区
秩序井然有序。

安徽游客张先生逛了古城区多个
景点，并享受了聊城当地特色美食，“到
聊城旅游是一个舒心而温暖的过程。”

文明一路做伴 风景更加美好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8月21日，出租车司机朱师傅收到
了一笔16元的微信转账，付款人是一天
前乘坐出租车后，扫码支付乘车款没有
成功的乘客李晓薇。

李晓薇介绍，她8月20日上午从开
发区乘坐了一辆出租车到西环。到达
目的地后，计价器显示车费为16元，李
晓薇扫描微信付款码后便下车了，但手
机显示网络异常，没有支付成功。她立
马转身想喊住司机，可出租车已不见了
踪影。“出租车司机四处奔波十分辛苦，
16 元虽然不多，但也是别人的劳动所
得，每个人都应得到相应的报酬，诚实
守信也是一个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李

晓薇开始尝试着寻找出租车司机。她
翻看手机相册时，发现在自己随手拍的
照片中，正好拍到了出租车副驾驶室前
方的车牌号，“虽然很不起眼，但放大后
还是能隐约看到车牌号。”李晓薇说，她
随即查询了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并打了
过去，向公司详细说明了情况。当天下
午，工作人员把出租车司机朱师傅的联
系方式发给了李晓薇。

朱师傅说，当天自己没有听到收费
成功的语音提示，下班查看记录发现确
实没有收到这笔车费，想着也不知道去
哪儿找乘客，16元钱也不多，索性就放
弃了，“没想到乘客如此讲诚信，她找到
我的联系方式并把车费转给我，让我感
觉心里暖暖的。”朱师傅说。

乘客扫码支付失败
急寻“的哥”还车费

本报讯 （记者 张承斌） 8 月 21
日，冠县辛集镇五岔路村村民程先生拨
打党报热线 2921234 反映，他于今年 7
月给妻子购买了一份价值100元的老人
意外伤害险，但是一直没有拿到保单，
希望本报帮忙解决。

“当时，我把买保险的费用交到村
委会了，但是一直没给我保单，村委会
说钱已经交上去了，至于保单却没有明
确说法。后来我咨询保险公司，工作人
员说还没收到钱呢，这效率也太慢了
吧？”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村民都没有
拿到保单，希望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能
加快办事进度。

当天下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相关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保险产品的
相关凭证需要在走完程序后才能出
具。“村民们把保险费用统一交到村里，
村里再交到镇上，镇上将款项拨给保险
公司，我们收到费用后核对信息、录入
系统。最后，给客户出具相关保险凭
证，上面会明确标明客户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保额等相关信息。”该工作人员
说，虽然目前保险凭证尚未出具，但是
该保险产品已经生效，出险且符合约定
条件的客户都可以取得相应赔付。公
司会尽快完成相关工作，为客户提供保
险凭证。

交了保险费为何没有保单？

■ 本报记者 尹腾淑

在高新区金柱东苑小区，提起陈健
飞一家，大家总是举手称赞。夫妻二人
相敬如宾、热爱公益，儿子品学兼优、孝
敬长辈，一家三口用工作生活中平平凡
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家与爱
的真谛。2020年，陈健飞家庭被评为聊
城市第三届“文明家庭”。

作为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的一
名教职工，陈健飞先后负责学生就业安
置、学生德育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等工
作。在负责学生就业安置期间，他积极
寻找企业信息，严格考察企业情况，为
学生提供可靠的就业机会；学生到岗就
业后，他会及时跟进回访学生在岗情
况，及时发现他们的不足并指导改进；
他还会将学生的就业情况和企业需求，
及时反馈给学校，让学校能够进行有针
对性的教学改进。凭借这份认真与坚
守，陈健飞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2017 年，他被山东职工教育协会评为

“校企合作先进个人”，2022年，被聊城
市总工会评为“2021—2022年度职工职
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陈健飞还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一个人做一件好
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自

2010 年 10 月以来，陈健飞坚持公益事
业已十余年。目前，身为聊城市春雨助
学协会理事，他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也影响着周围的人。

陈健飞的公益事业得到了妻子秦
永晗的默默支持。身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她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耕
耘，给每一名学生带去无微不至的关
心；在家庭中，她支持着丈夫的公益事
业，毫无怨言，自己也经常参与其中。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种美德在陈健飞一家表现得更加细
致入微。2007年，陈健飞的母亲和岳母
都被查出患有癌症。夫妻二人分头担
负起照顾老人的责任，白天上班，晚上
照顾老人，每天睡眠时间只有两个小
时。“照顾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尽多少都
不为过。”陈健飞说。

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孩子最好的教
育。儿子陈沛霖在父母的教育下，努力
学习、勤于助人，小时候常把压岁钱捐
给困难家庭，上大学后也常参加春雨助
学的公益活动。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陈健
飞和秦永晗共同建起了幸福、温暖的家
庭，一家人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懈
努力，追求着美好生活，为和谐社会的
创建贡献力量。

幸福小家温暖大家
——记市级文明家庭陈健飞家庭

读者在海源书店·开发区城市书房内阅读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近日，聊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办公室宣传组组长孟金凤给市公
交集团K6路车司机解亚南送来了“文
明市民”荣誉证书。原来，解亚南驾驶
公交车时，遇到一名手指被刀切伤的
妇女，解亚南赶紧安排她和朋友上车
坐下，并为她们付了车费，用最快的速
度将她们送到了聊城市人民医院……

聊城市第十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自 5 月 19 日开幕以来，已经举办了广
播体操、幼儿篮球、幼儿足球、幼儿手
球、桥牌、瑜伽、儿童平衡车、国际标
准舞、健步走等比赛，炎热的天气挡不
住热情的聊城市民……

7 月 26 日，2023“爱我聊城”网络
文明大会举行，这是自 2021 年以来，
聊城市举办的第三届网络文明周活
动，活动全面展示了全市网络文明建
设的新进展、新成果，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践行网络文明规范，提升网络文明
素养，让网络文明之花在聊城越开越
盛……

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每个人
的参与。文明在哪里？文明就在日常
的点滴行动里。

“洁净”是城市环境的基础，是民
生幸福的里子，更是文明城市的底
色。聚焦城市道路、公共空间、农贸市
场、公共厕所、施工工地、河湖水域、公
用设施、店铺门前、居住区域、城乡接

合部等关键部位，我市开展了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十大洁净行动”，动员各
级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争分夺秒、高
效落实，坚决打赢环境卫生整治攻坚
战，进一步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所有的行动不是一个人、一个部
门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所有聊城人
一起行动。

我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深入开展，努力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
形成全民动员、人人参与的良好氛
围。活动中，各部门志愿者们向居民
派发文明城市创建和各相关内容宣传
单，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并倡导

大家养成健康、环保、绿色的生活方
式，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全民参
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志愿者们深
入各居民小区，下沉责任路段，对各类
影响市容环境、损害城市形象的现象
进行集中整治，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
处、洁净一处，不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
质量。

整洁舒心的城市环境、文明和
谐的社会秩序，是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内在要求，更是聊城广大群众
的热切期盼。聊城牢牢把握“文明
洁净”这个最高标准，以实际行动为
创建文明城市、为打造美丽新聊城
贡献力量。

深化志愿服务，开展洁净行动，聊城——

“内外兼修”雕刻文明细节

8月22日，聊城一中高铁新区校区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生，1000名新生陆续走进校园，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聊城一中高铁新区校区是全市十大民生项目之一，总投资额8.2亿元，可容纳60个教学班，3000名学生。高铁新
区科学安排，统筹做好各项开学保障服务工作，确保秋季学期顺利开学。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新校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