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身边·看点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陈鸿儒 组版：曾彦红 校对：汪泷

读书协会如雨后春笋
在城区内遍地开花

上个周末，济宁市图书馆
新馆迎来了试运行以来的首
场国学讲座。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长篇历史著作《大孔府》、

《大运河》、《鲁国春秋》的作者
杨义堂，在讲座上带来了一场
有关于孔子人生经历的精彩
讲座。近年一直笔耕不辍的杨
义堂，更是在自己的创作、讲
座经历中，清晰感受到了济宁
人对“阅读”的点滴改变。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讲
座，因为大家听得太入迷，被
延长到了两个小时。”说起这
场名为《从鲁国大历史看孔子
的逆袭人生》的讲座，现场的
热烈氛围仍让杨义堂有些意
犹未尽。而像这样的讲座，杨
义堂如今是经常参与，“因为
济宁市的读书协会非常多，据
我所知城区就有七八个，远比
其他地市要多。”

这几年去过很多地方讲
课，让杨义堂感受到了济宁市
作为孔孟之乡，所传承下来的
良好的阅读氛围。他告诉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与许多
地方的读书协会不同的是，济
宁地区的读书协会活动频繁，
而且覆盖不同的人群，“除了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外，各级
学校、民营书店，甚至企业工
厂，都有一些民间读书组织开
展活动，而且反响非常热烈，
读者的参与度很高。”

传统文化书籍
受众面更广泛

另一方面，杨义堂也注意
到济宁人在阅读中的一大特
点，那就是对“传统文化类的
书籍”十分偏爱。“曾经有一
次，我去南池小学讲运河与孔
府的历史故事，孩子们的积极
性非常高，讲座结束之后，不
少孩子拉着我问这问那，提的
一些问题比大人还要像那么
回事。”

显然，得益于济宁地区优
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浓厚，传统
文化书籍的普及度很高。在杨
义堂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
10岁小姑娘的妈妈，而之所以
要加微信，是因为小姑娘正在
阅读他的著作《大孔府》，“小
姑娘还没有手机，在一次讲座
之后央求妈妈加了我的微信，
为的就是能够经常交流读书
后的感悟。”

让杨义堂意外的是，年仅
10岁的小姑娘把《大孔府》看
得津津有味，对孔家末代主人
发生的故事中许多细节，都在

微信中提出一些自己的疑问，
“这是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地
方，在我的印象里，我的这几
本作品应该更迎合老一辈的
济宁人，其中许多细节或许能
够唤起他们的共鸣，但青少年
却能够融入其中，实在是出乎
我的意料。”

对于这种现象，杨义堂认
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
他看来，济宁毕竟是孔孟之
乡、运河之都，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历史文化传承，理应有着
上佳的阅读氛围，“只有建设
起了‘书香济宁’，我们的优秀
传统文化才能够传承下去。”

新兴阅读技术迭代
倒推纸质图书受欢迎

身为济宁市图书馆副馆
长，杨卫东对于济宁人阅读习
惯的养成，有着比别人更加直
观的感受。尤其是在图书馆新
馆开馆试运行以来，平日里一
座难求，周末、节假日更是爆
棚的阅读盛况，即让他意外，
又让他惊喜。

“毫无疑问，随着近年来
全市各级图书馆在软硬件方
面的不断提升，确实带动了全
民阅读的热情氛围。”在杨卫
东看来，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大
潮下，一座图书馆能够成为市

民们节假日签到的“网红景
点”，本身就说明了图书馆已
然成为了济宁人生活当中的
一部分，“市民们正渐渐习惯
于周末的时候，把图书馆当做
一个常备的选项。”

而随着阅读习惯的养成、
阅读氛围的提升，济宁人对阅
读的需求也在慢慢发生着变
化。杨卫东说，过去市民借阅
图书比较单一，普遍都是些世
界名著，但现在随着信息的发
达，像莫言获得诺奖、金庸去
世等特殊的时间节点时，他们
相应的作品都是一书难求，

“阅读也在紧跟潮流，更加灵
活了。”

在工作中，杨卫东还注意
到，当电子阅读、互联网阅读
等新兴技术出现之后，原本以
为会冲淡纸质阅读的观念完
全没有发生，“相反的，两者是
相得益彰的。”因为新兴技术
的出现让阅读更加随时、随
地、随意，反倒让市民在读了
一本好书后，更愿意去借或者
买来纸质书籍，更深层次地去
感受阅读乐趣。

细节之处精心雕琢
图书馆人性化设置多

今年初，济宁市图书馆新
馆试运行。而下周，这座济宁

人眼中的网红场馆，就将迎来
正式开馆。这也使得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们早早地便开始着
手准备，希望能够为市民们提
供最佳的阅读平台。

“抛开硬件水平不说，我
可以保证的是，放眼全省乃
至全国，济宁市图书馆可以
说是最贴近读者、最具人性
化的图书馆之一。”言语之
间，杨卫东对这座场馆满是
赞誉。他指了指每一层的阅
读区、自习区告诉记者，这座
新馆把所有最适宜阅读或自
习的空间，全部设置了桌椅，
为的就是把最佳的空间交给
读者。此外，所有的图书区域
都设置了自助借阅设备，让
市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心
仪的图书借到手。

杨卫东说，图书馆新馆自
设计之初，就把“服务读者”放
在了首位，对馆内的许多细节
都精心设计，“举例来说，许多
公共场馆提供饮用水都是热
水，但在这里，除了热水之外
还有凉水和温水，可供读者直
接饮用。”而设置的残疾人专
用卫生间，更是在省内公共场
馆中都少见的，“只有我们为
市民们提供最佳的阅读环境，
济宁的阅读氛围才会越来越
浓，市民们对阅读的渴望就会
越来越强烈。”

城区读书协会遍地开花、图书馆新馆软硬件升级……

阅阅读读氛氛围围更更好好，，““粘粘住住””更更多多济济宁宁人人

本报记者 汪泷

近年来，随着济宁许多

热爱读书的市民积极推动，

越来越多的读书协会如雨后

春笋般，在城区内遍地开花，

从而渐渐形成了以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为主、民间读书协

会为辅的阅读环境，引导着

越来越多的济宁人培养起良

好的阅读习惯。

本报济宁4月25日讯(通讯
员 庞常生 记者 贾凌煜)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
情调查，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工
作。嘉祥县普查办紧紧围绕“真
抓、实干、紧落实”，多措并举，
合力攻坚，顺利推动普查工作。

“真抓”是指抓进度、抓协
调、抓调度。根据省、市普查办
相关政策要求，嘉祥县普查办

做到准时完成、及时反馈；同
时，加强各部门之间沟通和联
动；抓调度就是调动县普查办
业务骨干及乡镇工作人员积极
主动性，随时准备，随叫随到。

自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嘉
祥县普查办工作人员白天现场
落实普查状况，夜晚准备相关
材料并修改数据。为了普查工
作顺利推进，有的同事连续几
个月未休息，孩子睡了才到家，
孩子没醒已出门。

在“紧落实”方面，嘉祥县
普查办成立了普查督导小组。
小组成员每天往返于各乡镇及
企业中间，落实“一企一档”及

普查相关数据，确保普查工作
的全面性，更确保普查数据有
据可查、真实可靠。

截止4月24日，嘉祥县工
业源、规模化畜禽养殖、集中
式污染治理设施、入河排污
口、生活源锅炉五类源1193
家，已填报 1 1 9 3家，审核率
100%。另外，加油站58家、储油
库1家，均已完成填报，网页版
录入5 7家。全县共有行政村
582家，现已全部完成填报并
审核完成。综合报表已全部完
成填报工作，产排污系数出来
以后，已更改完成第一轮，第
二轮正在进行中。

嘉祥普查办真抓、实干、紧落实

做做好好环环境境保保护护基基础础工工作作

杨义堂的讲座上，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H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