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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是一周当中难得的休闲
时光，逛逛商场，遛公园或与好
友打球、喝茶……中国人的休闲
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

还有许多中国人以书为友，
伴书休闲。每个周末是这些书友
一周期盼的读书休闲的好时光，
在他们看来，去图书馆、逛书店
是一种能够让身心受益的快乐生
活方式。

图书馆一座难求

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图书馆
相继开放，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形势下，图书馆采取了预约
限流的措施，想到图书馆阅读或
者借书，需要实名预约才能进入。

国家图书馆疫情期间开馆后
便实行了预约入馆制度，每日限
额 1200 人 ， 上 午 和 下 午 各 600
人。读者到馆前需通过微信公众
号或拨打电话，按服务点分时
段、实名预约未来 3 天的到馆名
额。虽然每天有1000多个入馆名
额，往往还是一座难求。

夏初的周末，记者一早赶到
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与
国家图书馆一样，这里同样需要

预约才可以入馆，通过微信小程
序，能预约3天内的时段。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展
示了当天的预约情况，她说，最
近图书馆上下午各允许 60 人进
馆，座位紧俏，所以每天都是预
约全满的状态。记者打开手机发
现，正如这名工作人员所说，3
天内的预约情况显示已经全满。

“每天晚上8时会放出新的预
约机会，如果想来的话建议提早
定个闹钟，时间一到便可以预
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为了给读者提供健康、温
馨的读书环境，图书馆每天中午
12 时到下午 1 时进行闭馆消毒杀
菌。如果只是单纯借书，读者可
将要借的书号提前查好，交给工
作人员，由他们进馆帮忙借出；
如果只是单纯还书，则可以在入
口处的自助还书机器上操作即
可，无须进入馆内。

一起相约去书店

如今，不仅是图书馆一座难
求，逛书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眼下正值夏季，走进书店里
挑几本心爱的书，择一个角落手

捧书卷，闻着书香，感觉整个世
界都安静了下来，炎热的空气也
变得清凉了许多。

如今，中国的书店各具特
色，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新华书店是陪伴许多人长大
的老字号书店，记者随机走进了
一家门店发现，有几名家长正带
着小朋友在挑选教辅材料。

西西弗书店将门店开进了商
场的“闹市”之中，前一秒还在
商场中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下
一秒步入书店，那份安宁与祥和
真是恰到好处。在店里选一本
书，点一杯咖啡，不知不觉间，
一段美好的时光悄然而至。

钟书阁则凭借自己独特的建
筑风格，成为许多人心里的文化
地标。大家秩序井然地在书店里
拍照，经常能听到小声的相互提
醒，不要影响正在看书的读者。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
家钟书阁门店，这里蕴含着浓浓
的“京味”，有着独具特色的朱漆
大门、脸谱等北京元素。还有一
个由楼梯和满墙的书构成的独
特风景，让许多读者流连忘返。

酷爱摄影的李颖和好朋友拿
着相机来到这里拍照：“我们在
网上看到过这个场景的图，太美
了，今天特地来这里参观。”虽

然是冲着拍照来的，但走的时候
他们还买走了一本自己喜爱的
书。李颖笑着说：“这样的环境
让本来缺乏阅读动力的我产生了
兴趣，所以我拍完照也逛了很
久，挑选了这一本心爱的书。”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
张淼，趁着周末的闲暇时间，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好友一起来
到了书店。记者与其攀谈得知，
张淼正在学校上暑期课程，而她
的好友则趁着暑假开始了实习，
两个人在书店里一呆就是一下
午。“跟好朋友相约一起读书是
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我们特别喜
欢这种放松的感觉。”

线上线下都可读

在报社工作的亓文宇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书迷”，酷爱收藏
旧书的他没事就去中国书店转一
转，在他心中，好书是用腿跑出
来的。“当你翻开一本旧书，里
面有老先生标注的俊秀字体，那
一刻，你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
的。读这样一本书，更像是在触
摸历史的沧桑。”

“疫情期间，出门的时间比
以前少了许多，我在家里把以前
收藏的书又翻了一遍。与新书相

比，旧书上是带有之前读者的历
史和故事的。阅读旧书，就像是
与许多人进行了一场对话，完成
了一场心灵的旅行。”亓文宇告
诉记者，他把收藏的书重新整理
了一下，把自己并不是十分感兴
趣的拿到书市去，换回自己更想
读的旧书。

事实上，除了亓文宇所说的
线下书籍交换的渠道，现在也有
一些线上的旧书回收和出售的平
台，线上和线下，都能满足读者
的需求。

除了纸质书，也有许多人在
手机里下载了诸如微信读书等阅
读软件，打开软件，便能看到内
容丰富的电子书。

李轩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刚
两年，经常在业余的碎片时间在
手机上读书。“微信读书方便了
我利用琐碎的时间进行阅读，而
且，现在也有组队读书等功能，
我们 5 个人在线组成了一个小
队，既可以互相监督，又能够互
相激励。这样一来，读书也就变
得更加有趣了。”

上图：母亲带着孩子在书店
里读书

左图：北京一家钟书阁书店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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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为友好休闲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深 圳 龙 华 新 区 观
澜大水田有“文化之
乡 ” 和 “ 华 侨 之 乡 ”
的美誉，到这里看一
看，你就会了解观澜
版画文化在世界的影
响，因此外界又叫它

“版画村”。
大水田村口，绿

丛中竖着一块醒目的
“版画村”木牌。我走
进村内，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大型作品：鲁
迅与青年版画家促膝
长谈。画面右起是陈
烟 桥 、 白 危 、 曹 白 、
黄新波。

陈烟桥，中国版
画先驱者，观澜大水
田村人。那天，我在

“版画村”林荫曲径小
憩时，与一位老翁闲
聊，他说：“我小时候
在大水田读书时，就
晓得有个陈烟桥，后
来他到外面去了，用
画画宣传抗日。”陈烟
桥一生以刀笔为枪，用版画反映民众的抗日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版画村”举办过三届中
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五届版画交易会。“版画村”
由陈氏和凌氏两个客家群落组成，设有国内外知
名版画艺术家工作室，据村里人介绍，曾有 60多
个国家和350名艺术家在这里入住创作。版画艺术
给这座古老的乡村增添了新的血液。

陈烟桥生长的乡下，依然如诗似画，版画家
力群题写并木刻的“陈烟桥陈列馆”门牌，嵌挂
在一间房门上。故居傍山，灰瓦客家排屋三开
间，墙体为三合土夯，屋前是禾坪、水井、绿
树，后门是晚清时的祖屋、田园，还有客家风格
的民居，远山偶尔也飘升起一缕炊烟，清晨有叫
鸡打鸣，晚霞有狗汪汪之声，版画家的故居，原
本就是一幅自然古朴的乡村民俗版画。

那些力透纸背、刀笔下所呈现的黑白艺术的
作品，仿佛在叙说着一个时代的英雄。有一幅木
刻诗作，令我久久凝注。那是陈烟桥在 《新华日
报》 社担任美术组主任时，1941 年 1 月“皖南事
变”爆发，他连夜木刻“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赶印在翌日的 《新华日
报》上。

在鲁迅战斗一生的木刻组画中，有一张速写
只用了三笔主线条，完成了鲁迅躺着安息时的遗
像，每一笔都凝聚着鲁迅的岁月风雨和对鲁迅深
沉的怀念。

鲁迅精神影响着陈烟桥的一生，他著有 《新
中国木刻》《上海美术运动》等书，在《鲁迅与木
刻》一书中，他对木刻家呼吁：“我们所需要的是
一种赞扬进步，称颂进步，讴歌进步的美术家。”
这是他心灵的呼声，激励着木刻新兴运动的发
展，这也正是他一生的追求，是向今天青年一代
版画家的呐喊。

于是，大水田的乡村版画，孕育出一批英
才。观澜中小学成立有版画社，众多学生的版画
作品，走出客家乡村的土壤，跃入国内外美术展
览馆，观澜以“中国版画第一村”，创造着一个文
化艺术古村旅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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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美丽的建筑历
史画卷。它坐落在方圆2000
亩的土地上，由一座座风格
各异的仿古建筑群组成，昭
示着这里曾经是古色古香的
人文圣地。

前几天，我慕名在河北
滦州古城游走了一圈，这里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滦 州 市 凭 借 历 史 的 馈
赠，敢闯的胆子，敏锐的智
慧，精良的构思，巧妙的设
计，用几年时间在一片荒地
里建起了一座闻名遐迩的

“滦州古城”。从四面八方赶
来参观考察、旅游观光的
人，都称赞这里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韵味。

这里拥有千百年川流不
息的滦河文化遗存，原来屹
立在滦河之滨的古代岩石塔
因40多年前那场唐山大地震
轰然倒塌了，现在人们看到
的是重新修建的仿制古塔。

古城虽然是新建的，其
内容都是新的，但外貌却是
远古留下的模样。里面有东
城门迎宾广场、关帝庙、文
庙、滦州衙门、接官亭、戏
院等明清风格中式古典建筑
群 ； 有 “ 青 龙 河 ”“ 九 龙
溪”北方风格水街古镇；有

小吃一条街、古玩一条街、
玉石翡翠一条街、旅游商品
市场一条街、四合院客栈一
条街……吃住玩乐，可谓应
有尽有。

如果不听导游介绍，我
根本不相信这是一座几年前
才修建起来的集旅游观光、
商业购物、文化娱乐、居住
于一体的旅游消费之城，是
国内一流的 5A 级旅游度假
胜地。

年轻的“滦州古城”，
之所以受到游客的青睐和追
捧，关键在于其古得有历史
价值。在世人眼里，“滦州
古城”所反映的人文社会生
活历史仿佛就是过去历史的
真实写照。

经商也好，发展旅游也

罢。一个产业如果没有庞大
的客源作支撑是难以达到预
期目的的。

“滦州古城”开门迎客
几年来，除了今年疫情受到
一定影响之外，门庭若市。
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加快
了步伐，三地人员往来多
了，带动了第三产业和旅游
业的发展，使这里成了旅游
集散地。

不 仅 如 此 ， 从 东 北 过
来的游客在秦皇岛游玩后
前往北京的途中，也会选
择 在 这 里 停 留 参 观 古 城 ，
一饱眼福。同时，从北京
到秦皇岛的游客，也乐意到
这里领略古城风土人情。这
里距离北京只有两个小时的
车程，全家到此度周末的北

京人很多。
这里有山有水，遍地树

木，街道整齐宽阔，两边花
草青香扑鼻，风景这般独
好。这里除地理、生态环境
优势外，玩的吃的住的卖的
都很便宜，而且货真价实。

在郝家火烧店铺，可以
吃到河北唐山百年传统名
吃——郝家火烧。猪头肉、
驴肉、香肠夹在外焦里嫩
的 火 烧 中 ， 买 两 个 火 烧 、
一盘小菜、一碗一个鸡蛋
做成的汤，一顿午餐简单
又丰富。

“滦州古城”正是以这
样亲民的姿态迎接着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

下图：滦州古城
来自网络

滦州古城 美丽画卷
李德金

本报电 （刘思敏） 日前，河南快手网红文旅
大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短视频文旅创作
者邂逅“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古都洛阳，助推
河南和洛阳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复苏。

近年来，洛阳市坚持以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
以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

在全媒体时代，用好用活短视频等传播手段，
加大文旅作品创作力度，是推动文旅产业由“大”
变“强”的重要途径。

此次河南省文旅厅、网信办和洛阳市联合快手

举办网红文旅大会，旨在充分发挥短视频传播平台
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河南和洛阳文旅的知名度、影
响力。

活动当日，主办方还联合举办了洛阳文旅发展
专题沙龙、优秀创作者成长专题沙龙等活动，共同
探讨互联网和文旅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

启动仪式结束后，300 多位快手用户到洛阳市
各大文化旅游景区和孟津、新安等 8县区的主要景
区展开旅拍创作，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
全方位展现洛阳的古今交融之美，推广洛阳文旅资
源优势，让更多的人走进洛阳。

河南网红文旅大会举行

四川省华蓥市在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
中，针对当地地处山区、耕地较少等现状，把产业
振兴、生态振兴作为着力点，结合退矿复垦、石漠
化治理、荒山荒坡开发和国土整治等项目实施，因
地制宜抓重点、补短板，规模发展花卉、水果和油
樟产业，实现了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
商品的愿景和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

图为在华蓥市禄市镇小驴山村拍摄的利用撂荒
地和胡家河河滩兴建的湿地公园一角。

邱海鹰摄

锦绣田园
画里乡村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