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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出一本好书

扫码阅读

■姚怡婷

阅读学习、图书借阅、休闲
互动、亲子教育、文创展示、活
动举办……在杭州钱塘区的

“钱塘书房”里，市民朋友不仅
能阅读学习，还能开展多样化
的活动，享受贴心服务。

近年来，杭州钱塘大力提
升特色文化品牌，深入推进“钱
塘书房”阅读阵地品牌建设。
近日，2023年“钱塘书房”名单
公布，共有7家书房入选，分别
是位于下沙街道的邻里书房、
新沙书房，白杨街道的云边书
房，河庄街道的拾光书房，义蓬
街道的向涛书房，临江街道的
临江书房、新韵书房。

“平时有空我就爱来书房
喝喝咖啡，看看书，这里环境真
的非常不错！”针对年轻的产业
工人，新韵书房设置“茶咖”休
闲区，供附近的年轻人休息阅
读。新韵书房位于杭州下沙临
江街道高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三楼，室内使用面积160平方米
以上，图书3000余册，配套阅

览座席40余个，整体设计上采
用橘黄暖色调，充分体现了

“家”的温暖与归属，阅读空间
配备了茶咖区、阅读区、备考
区、童阅馆等。无论是喜欢喝
咖啡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品茶
的老年人，都能在书房找到一
处舒适的空间，安静阅读，休憩
心灵。

假期辖区儿童无去处、无
人看管怎么办？高新社区结合
城市书房打造家门口的“童阅
馆”，开展“暑期公益课堂”公益
活动，招募一批有爱心的大学
生志愿者，组织孩子们开展各
类特色活动和课业辅导，解决
家长的燃眉之急的同时加强儿
童教育。

位于下沙白杨街道的云边
书房除为读者提供多样化、数
字化阅读服务外，每年开展暑
期夏令营、重阳节主题活动、清
廉主题教育，联合浙江工商大
学等周边高校组织志愿服务活
动，打造“云边有个书房”品牌
阵地。志愿者小林来自浙江工
商大学，周末她会和同学来书

房做志愿服务、看看书，“云边
书房就在学校附近，环境也很
好，是我们周末的好去处。”

钱塘的书房不仅多功能、
多用途，且往往依托社区便民
服务公共资源，打造“15分钟品
质生活圈”。聚沙邻里中心城
市书房作为中沙未来社区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服务于周边15
分钟生活圈人群，书房边上是
儿童驿站，二楼包括幸福学堂、

路演厅、社工驿站等场景，书房
配合邻里中心重点打造全民全
龄全时的教育综合体、学习共
同体、知识共享体。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之
乐乐无穷。钱塘书房致力于让
居民从书中获得更多的阅读资
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
到书本的力量和读书的益处，
从而更加热爱生活，推动老百
姓从“阅读”向“悦读”转变。

春节假期，不少温州市民选
择到图书馆读书“充电”，感受书
香氛围。在温州市图书馆里，笔
者注意到，一些有农历龙年元素
的书籍很受欢迎，在家长的陪伴
下，孩子们既学习到传统民俗文
化知识，又感受到了亲子共读的
乐趣。

通讯员刘吉利 摄

“弦纹铜盉，就是个调酒
器，往里面装三样（酒），就像
现在咱们调鸡尾酒一样……”

“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
颂碑，这个碑正文和上面十
二个字显然不是一个人写
的……”春节期间，河南郑州
博物馆登上热搜，一边是讲
解得头头是道的保洁阿姨，
一边是气势拿捏的志愿讲解
员“小孩姐”，引得网友连连
点赞，纷纷评论“高手在民
间”“博物馆的扫地僧”。

博物馆里有“扫地僧”，
并不意外。要看到，近年来，
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逛博
物馆成为了不少人出行清单
的必选项，传统文化的魅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好
奇。博物馆是传承文化的空
间，作为这些文化瑰宝每日
的守护者，经过耳濡目染，自
然信手拈来。

这类视频的爆火，往往
在于保洁阿姨、小学生这样
的身份反差带来的冲击。网
友们往往惊叹于他们的知识
储备和讲解姿态，丝毫不亚
于专业讲解员，有些细节的
考究和传递的文化深度更是
令人敬佩不已，这样专业的
呈现，可想而知其背后的付
出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同是郑州博物馆的55岁保洁
阿姨为游客即兴讲解“云肩
之美”，厦门市博物馆保安杨
贵宝的讲解得到了南京大学
教授的夸赞，颐和园保洁班
长张旭能把颐和园的19座建
筑一一报上名来，外卖小哥

雷海为夺得《中国诗词大会》
的冠军……

类似这样的“扫地僧”都
有感人的励志故事，这些人
的经历或故事的情节虽各不
相同，但他们长期坚持自己
的兴趣爱好并不断努力学习
的精神却是相同的。纵观他
们的人生轨迹，其实并没有
太过惊人的履历，与大多数
人一样，做着一份普通的工
作，循环往复着普通的生活，
而不同的是，他们在普通的
工作中找到了不同的意义和
乐趣，并为之努力。

万事抵不过心中热爱。
这些故事的动人之处还在
于，它往往戳中了我们每个
人内心的自己：那些立下的
flag，似乎都倒在了工作、孩
子、应酬等等借口之下。那
些看似拗口难记的古籍说
明、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每
句诗词背后的含义，在执着
于 此 的 人 眼 里 ，一 点 都 不

“难”，因为喜爱而不觉得枯
燥——这些藏品在他们眼
里，更像是有着厚重积淀的
老朋友，工作之余能与他们
相处交谈，自然是快乐的。

或许，在为他们点赞的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的是，终
身学习不只是一种求知理
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
种积极向上、不图功利、悦己
悦心的处世姿态：热爱生活、
不求报酬、不为目的，从自己
的周边汲取向前的力量，从
人与人的交互中获得情感增
量，只为从中收获单纯的快
乐和满足。 据《光明日报》

■刘檬檬、鲍佳璐

在近期举行的第十六届全
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
八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
业技能竞赛上，来自金华市婺
城区气象局的李悦荣获强对流
天气临近预报项目三等奖，这
是迄今浙江气象部门选手在历
次预报竞赛中获得的最佳名
次。

旁人看来复杂的气象数
据，在李悦眼中却有着独特乐
趣：“看似不起眼的天气现象，
往往能留下关键线索，像解谜
一样去推演，为的就是得到准

确结论的那一瞬间。”十余年蓄
力，李悦终于得以在赛场上爆
发出强大能量。

2024年是李悦从事气象
行业的第12个年头。每日要
花大量时间去了解一场雨的

“前世今生”，掌握一场风的“来
龙去脉”，倘若要问是什么支撑
着李悦12年的坚守，她给出的
答案是：使命感与热爱。

“气象灾害会严重影响到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我们
要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提供最
为及时准确的预报预警。”金华
市婺城区气象局的值班室里摆
放着两排电脑，屏幕上实时显

示着各类气象数据和资料，很
多时候，李悦在屏幕前一待便
是大半天，仔细捕捉云图、雷达
和天气图等数据变化，随时记
录数字，分析思考……天气预
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
生”。

看似枯燥的工作，李悦却
在其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满足
与快乐。“预报员做久了，都有
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每次天
气过程之后，大家就会坐下来
一起探讨此次预报哪里出现了
偏差，彼此交流分享经验。”在
李悦看来，每当做出一次精准
的预报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满

足感会让她忘记工作的疲惫。
2022年6月，婺城区迎来

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收到
防御指示的李悦第一时间进入
Ⅲ级应急响应工作状态。那年
梅汛期降水持续时间长、强度
大，李悦和同事们紧盯天气雷
达，实时观测降雨数据。“天气发
展情况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不能
有一丝疏忽。”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的转换，
李悦和同事们用实时气象信息，
为婺城区各部门做好防汛工作
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此次全国气象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集训期间，李悦和队员

们除了白天的长时间集训外，回
到宿舍仍旧沉浸于天气案例的
整理、学习，经常要到凌晨两三
点才入睡。“在那些日子，每晚入
睡前我都要把近八年的气象个
例全看一遍，比对分析天气要
素，反复查看天气细节，不断总
结自己的预报思路。”所幸，三年
准备、两次集训，从淘汰赛到选
拔赛，李悦的气象路上终究迎来
了丰收的硕果。

李悦说，学习永无止境，她
追求精准预报的脚步从未停
下，希望通过自己不懈努力，能
在气象的世界里闯出属于自己
的那片天空。

■李新新、俞琦婷

你知道吗？植物们可不都
是“吃素的”，在自然界中，还有
一类植物，堪称植物界中的肉
食者，它们就是——食虫植

物。全世界已知的食虫植物共
13科20属1100多种，它们一
般具备引诱、捕捉、消化昆虫以
及吸收昆虫营养的能力，甚至
能捕食一些蛙类、小蜥蜴、小鸟
等小动物。猪笼草、捕蝇草、茅

膏菜、瓶子草、捕虫堇、狸藻等
皆为食虫植物中的代表种类。

嘉兴桐乡的一位农创客专
门为食虫植物写了一本书《食
虫植物百科》。日前，该书由中
国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刘国明是一位食虫植物资
深爱好者，也是桐乡市崇福镇
农创中心的一名农创客。20
年前，他创办了“小虫草堂”，致
力于将食虫植物介绍给更多的
人；10年前，他入驻崇福农创
园，在这里创办了全国第一家
食虫植物园；如今，他又将自己
多年来的食虫植物实践积累融
进一本书之中，同更多植物爱
好者分享培育心得。

历经5年的拍摄、整理、编
写工作，《食虫植物百科》面
世。翻开这本书，仿佛走进了
一个大型食虫植物展览馆。全

书共收录了1600余幅植物高
清精美照片，囊括600多种刘
国明亲自种植培育的食虫植
物。

这本书集知识百科、观赏
应用、养护秘籍于一体，较为系
统地介绍了世界上已知的各种
食虫植物，既可作为一本食虫
植物品种查询与种植参考的工
具书，又是一部世界食虫植物
图鉴大赏。

“我就像是一只小虫，掉进
了食虫植物的陷阱里。”在《食
虫植物百科》后记中，刘国明回
忆了他与食虫植物结下的不解
之缘。

刘国明上小学三年级时，
语文课本上一段关于猪笼草消
化掉半条蜈蚣的描述，深深地
震撼了他。当时，市面上几乎
见不到猪笼草，他无从得见猪

笼草的“真面目”。
参加工作后，刘国明在杭

州的花卉市场第一次看到了猪
笼草。就这样，他掉进了食虫
植物世界的美妙“陷阱”里。

凭着对食虫植物的满腔热
爱，2004年开始，刘国明辞掉
工作，全身心投入到食虫植物
的培育、科普、宣传与推广中，
先后开了国内首家食虫植物网
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食虫植物专业网站，提供
专业的栽培指导，让众多食虫
植物爱好者不再为没有接触渠
道而碰壁。

“结合我国具体的地理气
候特征，这本书凝结了我们团
队多年来的本土培育经验，相
信能给食虫植物爱好者们带来
更科学的种植和观赏体验。”刘
国明表示。

他把爱好写成一本书

一路“追风逐雨”依旧最爱那片天

万 事 难 抵
心 中 热 爱

春雨润万物，破土为新生。雨水，是对整
个沉闷冬天的洗礼，也似母亲的呼唤，唤醒了
鸟儿的鸣叫、植物的翻新、生机的回归，让那
些风雨严寒，都成为过去。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春雨至，万物生，
雨水的到来，是庄稼的期盼，也是丰收的预

示，它不禁使人感慨又一轮春夏秋冬的来临，
也为我们人生的年轮晕染上了新一圈墨迹。

在这美好的雨季，让我们伴着雨声，去书
页中静观万物生长、人生浮沉，待收拾好心
情，等雨停，我们一同再赴花期！

雨水是对寒冬最好的洗礼

静水流深，智者无言。那些时代激荡与
文坛变迁的故事，主人公们在历经岁月尘烟
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凝视新月的境界，
在书中一一向我们呈现。

书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以温情、通
达的笔墨讲述了巴金、冰心、汪曾祺、王小波、
郁风、孙维世等55位文坛名宿的如烟往事，回
忆与他们的交往。作者语言清新洗练、娓娓
动人，在平静如水的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洗尽
铅华、慰藉人心的深沉张力。

雨水滴答的屋檐下，温一壶热茶，在茶的
水汽氤氲中，看一幕幕故事缓缓展开……

本书是中国报告文学奖、安徽省政府文
学奖得主杨小凡的中短篇小说集。书中，他
将当代生活“相对化”，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
把握，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鲜活的中国图
景。

雪山始终以母性的伟大力量滋养着大地
上的生灵，散发着无限的生命力。

作为2023年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杨志军的这部重磅现实主义长篇新作深
情回望了父母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
足迹，书写出了高海拔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
人的精神天路。

《也曾隔窗窥新月》
刘心武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某日的下午茶》

扫码阅读

杨小凡 著
作家出版社

《雪山大地》

扫码阅读

杨志军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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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杭州市西湖区图书馆）

亲子乐读
书香溢远

从从““阅读阅读””到到““悦读悦读””

多功能的钱塘书房藏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