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化·生活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2019年4月3日 B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1年

公共图书馆有了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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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稍等，待书籍信息录入系

统后就可以借阅了。”穿蓝色工作服

的王府井图书馆工作人员微笑说。

拆封新书、为图书编码、录入系统、

贴上王府井图书馆标识……约30分

钟后，李同学顺利地以借阅形式拿

到了刚拆封的新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自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以来，

至今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各地

公共图书馆在馆藏量、文献外借量、

到馆人次、目标人群办证率、每册书

流通次数、文献编目标准化、为政府

提供立法决策信息、新媒体服务、移

动图书馆等方面细化服务规范，呈

现出崭新面貌。

读者当起图书采购员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六层的

王府井图书馆，是东城区第一图书

馆在实体书店开设的首家分馆。

2018 年 7 月，图书馆推出“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读者可在一年内选购

6册单价不超过80元且馆内已有藏

本少于5本的新书，读者，当起了图

书采购员。

刚借到书的李同学说：“有些

书，自己买回去看觉得不划算。今天

第一次体验现场选书借书，书很多，

服务很快，感觉很方便。”

读者需求日益个性化、多元化，

依赖图书馆采购员主观判断有时难

以精准把握读者需求，会造成供需

不对称、资金浪费、空间占用、读者

拒借率高等问题，令公共图书馆服

务效能降低。东城区第一图书馆馆

长肖佐刚说：“推出‘您读书 我买

单’活动就是为了缓解文献藏与用

的矛盾，推动读者参与文献建设常

态化，让读者来到图书馆采购最前

端，成为图书采购的决策者。”东城

区第一图书馆每年为“您读书 我买

单”活动提供100万元资金支持，并

配套相应的工作人员培训。

截至 2018 年底，共有 563 位读

者参与“您读书 我买单”活动，共选

书 1041 册；此外，街道读者代表与

网上读者报名到馆选书 300 余人

次、2000 余册，书籍类别涵盖时事

政治、社科历史、文学艺术、科普读

物、少儿读物等。

社区村镇也有了图书馆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进

修的王先生最近养成一个习惯，下

班后到安贞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图书

馆学习一两个小时。这是家 24小时

无人值守图书馆，自 2018 年 8 月运

营，头3个月月平均到馆人数达160

人次，借书 1157 本，还书 836 本。从

“朝九晚五”到“24小时”图书馆，安

贞街道社区图书馆已转型成为市民

充实自我的多元文化空间。

变化在更多地方悄然发生。提

起村里的图书馆，北京市顺义区

高丽营一村党支部书记庞强有些

激动：“村里这间 60 平方米的村

民图书馆同时也是文化中心，未

来我们要辐射到高丽营二村至八

村，让大家都能享受文化空间的

福利。”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写到，国家

扶持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鼓励以总分馆制促进公共图书

馆向城乡基层延伸。2018年，公共图

书馆体系逐步完善，更多基层地区

补上了公共文化的短板。

截至2018年 10月，江苏省苏州

市公共图书馆体系中，市、区、街镇

各级图书馆增长至 371 家，已实现

各街道全覆盖；贵州省贵阳市 2018

年新增 15 个社区图书共享智能书

栈，至今注册用户数已有 1.2 万人，

图书分享 3983 册，取书 3298 册；山

西省永济市建成“总馆-分馆-基层

服务点”的总分馆服务体系，根据基

层需求统一购买图书，实现了图书

在 各 分 馆 和 村 级 服 务 点 之 间 的

流通。

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

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2018年 12

月 8 日，浙江省宁波市图书馆永丰

馆二楼多功能厅里，大山雀自然学

堂主讲人张海华正在为大家梳理自

《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博物

学传统，观众听得入了神。

宁波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每周

都会发出一周活动预告，“天一约

读”“天一讲堂”“天一展览”“天一音

乐”“天一童读”等多个栏目，覆盖不

同年龄段和不同领域。“现在，宁波

图书馆由原来一年 200场活动增加

到一年近 900 场。公共图书馆法的

实施，不仅巩固了图书馆的社会地

位，还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影

响力。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图书馆的

文化职能，打造多元文化空间，做好

文化传承。”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徐益

波介绍道。

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表示，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对公

共图书馆服务有更高要求，不仅需

要基本服务，还需要“美好服务”，

“城市书房”“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图书馆+”等应运而生，设施空间提

档升级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个

趋势。

据了解，今年即将建成开放的

苏州第二图书馆里，将建有音乐图

书馆、苏州文学馆、设计图书馆、数

字体验馆等，进一步提升公益性讲

座、展览、培训的服务水平，通过文

化超市、休闲书吧等服务设施，满足

各类人群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

文化需求，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

图书馆迈向智能化

依次点击“图书-一键借阅-送

书上门”，填上小区地址，线上支付，

只用 2 分钟，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小

杨就成功地从“书香苏州”App上，

借到了自己一直想读的《刀锋》。

“通过‘书香苏州’App 和线上

支付，读者可自主选择想借阅的图

书，后台工作人员找书打包后，配送

到临近的服务点。这种网上借阅、社

区投递的数字化模式，一方面可以

非常便捷地将书籍资源配送给大

众；另一方面，还将中青年读者群体

激活了。”苏州市图书馆馆长助理费

巍说，通过网络配送，“上班族”只需

要走到附近的服务点，在投递柜处

扫一下码，就能拿到借阅的图书，操

作简单方便。

费巍说，苏州市图书馆现藏书

500 余 万 册 ，2018 年 图 书 外 借 量

509.5 万册，其中通过网络借阅的数

量就达到了106.1 万册，全年发送快

递包裹数47.87万个，平均每天发送

1312 个 包 裹 抵 达 取 书 点 或 读 者

家中。

随着科技发展，公共图书馆正

在变得更加智能。2018 年 12 月 12

日，无人值守的 24小时信用智能借

阅服务机在郑州市图书馆正式投入

使用，读者通过它可以“刷脸”借书、

扫码还书。此外，国家图书馆、株洲

市图书馆等也纷纷启动人工智能借

阅服务，智能服务系统的引进和使

用成为图书馆建设的重点。

李国新认为，公共图书馆法明

确了图书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

方向，也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公共图

书馆在推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

责任。最近 10 多年，我国公共图书

馆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迅猛，跟发

达国家处于并跑水平，24小时图书

馆等处于世界领跑水平。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曾经，考古似乎和现代社会相

隔甚远，对普通人来说有些遥不可

及。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

考古手段的进步、考古知识的普及，

考古不再是生僻冷门的领域，而是

与每个人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近日揭晓的“2018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可以提供佐证。考古学

家李伯谦认为：“这些发现相隔年代

时间长、地域广泛、内涵多样，为中

华文明补充新材料、提供新认识。”

更值得欣喜的是，每年考古新发现

的评选也是一次专业考古的宣传普

及，让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日

渐深入，让考古和社会结合更紧密。

随着社会加快发展，如何平衡

经济建设和考古发掘值得探索。作

为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河北

张家口太子城遗址在考古发掘时，

河北张家口配合冬奥会建设，将太

子城遗址作为 2022 年冬奥会崇礼赛

区的中心，成为冬奥会的亮点之一。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

署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

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

衙署遗址，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址与

衙署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在考古遗址发掘展示中，当地将遗

址保护与世界遗产申报结合，做到

保护和研究并重。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

址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

动、社会变迁，乃至探索中国史文明

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发掘采

取了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手法，

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分享考古发掘

成果。事实证明，重大考古发现可以

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得益彰，成

为当地发展社会经济的亮点，打造

文化旅游的品牌。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

远舰）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

一重大成果，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北

洋海军舰铭牌，其材质、工艺及安装

方法首次得以明确。它的发现为研究

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

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让我

们能够重温历史、珍惜当下，是爱国

主义教育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考古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和我们

有什么联系？再次审视这些问题，我

们的心中有了更丰富的答案。有人

说，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

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挖掘出

来、舒展开来进行窥探。一个个考古

新发现，能为国家和民族历史提供

例证，为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源泉，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成为经济建

设的亮丽品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

化自信。 （据《人民日报》）

考古发现，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史 诺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晏殊

描写的春景勾起了思

乡愁绪。属于我的小

镇在四川和重庆交界

的川东北丘陵中，春

来燕归、堂前梨花是

记忆中的家乡春景。

而除却被文人之词勾

起的思乡之绪，每年

清明时节让我尤为惦

念的，还有伯母做的

清明菜粑粑。

清明菜粑粑这个

名字直白而俗气，但并

不影响它的美味，以及

它饱含的童年意趣。

对于农村人而言，

每年只会做一两次的

清明菜粑粑，做法极其

讲究，其制作过程也颇

让人享受，尤其是采摘

清明菜的乐趣。

既然名为清明菜

粑粑，清明菜就是必

不可少的食材。大人

忙于农事，这采摘清

明菜的活儿多半都落

在了孩子们的头上。

孩子们对于这件事情

倒不推让，且颇为积

极，想来应是美食诱

惑出的动力。

当然，免不了的是

大孩子屁股后面总是

跟着小孩子，阳光明媚

的天气，三五成群的孩

子们打打闹闹地就往山坡上去。田埂

土坎上、还未来得及除草的地里到处

都是清明菜，数量不少，却很分散。教

“小萝卜头”们分清大清明菜和小清明

菜是一大难关，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

小清明菜叶两面均有白色绵毛，用来

做清明菜粑粑的是小清明菜，其中没

有抽条开花的小清明菜又是上选，而

要攒够值得大人们劳心劳力做一次的

菜量需要连战两三天。

那几天，孩子们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奉上战果，不停追问够不够。记

忆里我采来的清明菜都是交给伯

母，只要得了伯母准备动工的准信

儿，就开始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

所以至今还能回忆起制作的过程。

采摘来的清明菜需挑拣洗净，滚水

焯熟，捞至铺好米粉（糯米粉和大米

粉各一半）的竹盘内，放适量白糖，

揉、搓并用，调和用的水是焯清明菜

的水，过程与和面相似，其间要将扎

手的菜茎挑出，揉搓好的清明菜团

需色泽均匀、不见整叶。

然后是备馅儿，我记忆中的馅儿

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白糖馅儿，一种是

咸菜腊肉馅儿。其中咸菜腊肉馅儿的

炒制也颇为讲究。咸菜要用有年份的

老咸菜，腊肉得用农家年前熏制的老

腊肉，香料用蒜苗或者葱叶，若能觅得

野葱，那简直称得上完美。

炒好的馅儿要冷却后才能用，包

馅儿的做法和做带馅儿汤圆类似，不

过清明菜粑粑的个头要比汤圆大很

多。在蒸格上垫好纱布，摆好成形的

清明菜粑粑开始蒸。

“还要等多久啊？”

“上汽了就行。”

“上汽了！”

“再等等。”

流着口水守在灶前的时光慢慢在

记忆里泛黄。我喜欢的是咸菜腊肉馅

儿，刚出锅时外皮软糯清香，内馅儿香

而不腻，一口到馅儿、咸甜适中的口感

能从记忆中绵延到眼前，吃到饱大概

是喜爱之情最直接的表达。

文人骚客总是忘却不了乡愁，诉

诸诗词则多是写景抒情。我亦有乡

愁，不过我的乡愁和文人骚客不同，

家乡的美食是我的乡愁，清明菜粑粑

是我乡愁的愁中愁。

近日，素有“百年梨乡”美誉的四川仁寿县曹家镇的梨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盛开如雪。远道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梨园间或嬉戏或拍照，尽情领略梨花

的风采。图为一对母女嗅闻梨花的芬芳。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摄

浙江全面启动
未来社区建设试点

新华社杭州 3月 31 日电（记

者 岳德亮）浙江省政府近日印发

《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标

志着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

作全面启动。

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将聚焦人

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

坐标。《试点方案》指出，未来社

区建设试点要以和睦共治、绿色

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突

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构建以未来

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

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

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打造

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

型城市功能单元，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进步。

根据《试点方案》要求，浙江

省发改委已经组织发动各地摸排

申报试点，加快推进未来社区建

设工作，将优先考虑公共交通便

捷、地上地下空间高强度复合开

发的区块开展试点。

近日，迎着温润舒朗的春风，循

着古朴典雅的气息，笔者走进山东

省鱼台县罗屯镇随海村民俗博物

馆。罗屯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

投资 80 余万元将村内废弃鸡棚改

造成面积达700平方米的民俗博物

馆，把收集的民间民俗用品收入馆

内，完整复原前人生产生活的场景，

向观众展示出一幅民间生活画卷。

进入博物馆，首先呈现在眼前的

是随海村的概览图和各景点的分布

图，通过这些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

随海村的整体布局以及村庄全貌，

这些老照片与展现随海新貌的图片

相互映衬，述说着村庄的美丽变迁。

“现在看着这个博物馆整洁气派，展

区多样，物品丰富，这里从前是一个

废旧鸡棚哩，又乱又脏又臭，村民们

都是绕着走。感谢党的政策好，把它

翻建成了这样一个古朴典雅的博物

馆。”村民张瑞兰骄傲地告诉笔者。

民俗博物馆共设有两大展厅，

其中包含农具、折纸、葫芦、草编、木

刻画、根雕等 10 个展区，现有展品

包括红色革命书籍、连环画等红色

藏品，还有老式的桌椅、板凳、提盒、

织布机、灯具、陶器等1000余件套。

来参观的游客李云告诉笔者：“随海

村博物馆收集的物品都是接地气的

老物件，看着这些物件仿佛能穿越

到昨天。”

此外，博物馆内收藏的柳编、葫

芦、木版年画、布贴画、麦秆画、木刻

画、蒲制品、手工刺绣等，多侧面反

映随海村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情和随

海人民的勤劳智慧，生动表现着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年轻人了解

历史，懂得先辈们创业的艰辛，记住

乡愁，留住回忆。

（据《光明日报》）

“我爱大熊猫”
国际少儿明信片
绘画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4 月 1

日，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办，雅

安市人民政府、中国邮政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

省分公司承办的纪念大熊猫科学

发现150周年系列活动之“我爱大

熊猫”国际少儿明信片绘画大赛启

动仪式在四川雅安市举行。据了

解，“我爱大熊猫”国际少儿明信

片绘画大赛作为中国明信片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的重要国际分赛事，

旨在以明信片评选为契机，推广优

秀封片卡产品，发掘创意设计人

才，提升封片卡产品研发制作水

平，唤醒社会大众对明信片文化的

热情，从而提升中国明信片创意设

计水平和文化品牌影响力。

今年正值科学发现大熊猫和

世界首枚邮资明信片发行 150周

年。雅安作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

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本

产地，在雅安这个“熊猫家源”举

办“我爱大熊猫”国际少儿明信片

绘画大赛启动仪式，不仅是宣传熊

猫文化，深化文化交流，更是传播

生态文明理念的有效形式。

据介绍，“我爱大熊猫”国际

少儿明信片绘画大赛面向全世界

少年儿童征集我心中的大熊猫绘

画作品，以贯彻坚持文化自信为

指导，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

任，是以讲好熊猫故事为切入点，

集专业艺术性与群众参与性于一

身的大型的明信片设计赛事。

山东鱼台：民俗博物馆里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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