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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的图书馆
少了些文化担当

毛建国

各种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精彩纷呈

文化消费迎来火热“暑期档”

秋风秋风 郭任坤郭任坤（（广东广东））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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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是文化消费的重要窗口期，各种内容

新颖、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精彩纷呈，

给人们送上一道道文化大餐。这个暑期，文化

消费有哪些新特点？如何让老百姓品尝到更

多更好的文化佳肴？笔者进行了采访。

● 文化消费热潮涌动

伴随技术手段进步和创新意识提高，优质

文化产品不断涌现，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文

化需求

“看得真是过瘾，有笑点、有泪点、有燃

点，让人看了还想看，我已经是‘三刷’了。”在

湖北武汉工作的90后女孩吴薇薇说。

暑期是电影上映的高峰期，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今年暑假最热门影片

之一，观影人次直奔千万级。截至目前，在专

业影评网站豆瓣网上有 72万多人打分，得到

了8.6分的高评分。

“现在暑期电影类型越来越丰富了，从故

事片到文艺片再到纪录片都会在影院上映，

不同的消费者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口味的

片子。”吴薇薇说。

今夏，各地文化消费热潮涌动。在北京，

第七届惠民文化消费季暨 2019 文交会启动，

300场剧作精品演出、图书展销、画作展览、时

装表演等文化大餐扑面而来；在上海，沉浸式

话剧、音乐剧、歌舞剧等文化艺术节目轮番登

场……

“暑期文化消费火爆是人们精神需求集中

释放的体现。伴随技术手段进步和创新意识

提高，优质文化产品不断涌现，满足不同人群

个性化文化需求。”北京三川文创研究院副主

任赵荣进说。

“读书可以怡情，使人明理，与孩子一起

进书店学习知识、共同成长是件很愉快的

事。”暑假期间，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何萍每

周带孩子“打卡”一次书店，“光是买书就花了

2000多元，孩子收获很大，这钱花得值！”

K12 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商城的统计显

示，今年暑期以来，《平凡的世界》、《哈利·波

特》系列、《骆驼祥子》、《朝花夕拾》等中外名

著销售火爆，销量同比增长1倍；同时，绘本、

字画等也有不错的销量。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文化经济

总量明显增加，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不

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文化市场是一片值得

深挖的蓝海。”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院长魏鹏举说。

● 文化市场亮点频现

“刷馆”成为新时尚，文化成为“夜经济”

新标签，“互联网+科技”成为文化产品新元素

产品更新颖，需求更多元。这个暑期，文

化消费亮点频现。

——“刷馆”成为新时尚。

美团门票的数据分析显示，暑期以来，文

化博物馆相关品类销售量同比增长近 50%。

北京故宫博物院、广东科学中心、厦门科技

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青岛啤酒博物馆位

居暑期全国热门博物展馆前五位。

今夏，北京各大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

门前，人们观展热情高涨。梵高艺术沉浸式体

验展在开幕前门票就预售一空，毕加索早中

期作品展188元一张的门票很抢手，尤伦斯当

代艺术中心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1.2万人次。

“沉浸于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受古人的生

活方式与艺术创造，我的精神境界都得到了

升华，这门票真值！”浙江杭州某互联网公司

员工王明涵最近到西安进行一场“文化乐

旅”，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展馆，感觉

很棒。

——文化成为“夜经济”的新标签。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自7月 28日起，

每周日延长至晚9点闭馆，延时开放时段可容

纳预约人数 1万人。在上海，上海笔墨博物馆

等14家博物馆试点夜游项目，大光明电影院、

国泰电影院启动“跨零点”放映，傅雷图书馆

联合大隐书局于上海浦东开辟深夜书房。上

海博物馆首个特展夜场共发放2000个预约名

额，15分钟就被一抢而空。

“琳琅满目的夜文化、新体验，拓展了城

市夜生活的深度、广度与多样性，各种文化夜

市不仅满足大众不断提升的文化消费需求，

还可拉动餐饮、购物等消费增长，为城市生活

增添新活力。”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说。

——“互联网+科技”成为文化产品的新

元素。

“上周带孩子去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看

《HELLO 火星》3D 数字太空展，在 1500 平方

米的超大空间参与互动体验，孩子们身临其

境接触、感受浩瀚宇宙的故事与景象，玩得很

开心。”北京海淀皂君庙居民吴钟凯说。

不止展览，演出市场也用上了数字技术。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大麦网共同发布的报

告显示，云计算、人脸识别、实时人流分析已

经开始广泛应用于演唱会、嘉年华、戏剧节、

动漫节等大型演出现场，推动演出票务信息

透明化，助力大型活动更加高效、安全、有序

与智能。

● 内容供给亟待提升

整体上看，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具有独特创

新能力的文化产品还比较稀缺，同质化问题

仍然较为严重

“暑假期间，我带孩子看了不少儿童剧，

总体感觉还是良莠不齐。”江西南昌红谷滩居

民赵红艳说，比如有些戏剧，剧本内容陈旧，

创意不足，跟不上时代变化；在演出票务市

场，捂票囤票倒票、炒作票价、虚假宣传等现

象时有发生。

“说到底，这些还是文化消费市场上的老

问题，只不过在暑期文化消费旺季，有些会表

现得更明显。”魏鹏举说，整体上看，我国文化

消费领域具有独特创新能力的文化产品还比

较稀缺，同质化问题仍然较为严重。文化市场

秩序也有待进一步规范。

“扩大文化消费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切实提升内容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来有

为建议，政府在政策红利、资金扶持上向优质

内容生产倾斜，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创造性，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鼓励社会资

本进入文化消费领域，培育有创新精神的全

产业链式龙头企业；企业也要加大在内容供

给方面的创新研发与投入，不断进行结构调

整，实现转型升级。

“随着用户需求不断细分，对优质内容的

追求成为消费重点。”赵荣进认为，内容输出

方应保持对消费需求转变的敏锐度，拓展

“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发掘出更具差异化、

个性化的文化产品，从产品交易向品牌服务

转 型 ，努 力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产 品

服务。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文化消费领域存在

的类似涉嫌假冒伪劣等现象，要多措并举，

形成监管合力。一方面，要严格规范相关产

业审批程序，定期巡视、检查、处理，责任落

实到人；另一方面，要通过执法平台和信息

公示系统，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违规企业

实施联合惩戒。此外，还要充分发挥消费者

的监督作用，强化消费者维权意识。

（据《人民日报》）

时值暑期，许多中小学生选

择去图书馆温书、复习，叠加原有

的读者群体，不少图书馆出现人

流高峰。然而有读者反映，很多图

书馆实行严格的“朝九晚五”制，

到了时间就关门。媒体走访北京

10 家图书馆了解情况，发现个别

图书馆或阅读区域延长了运营时

间，但大部分图书馆闭馆时间仍

然较早，周末尤其如此，有读者和

家长直呼关门太早不方便。

图书馆提供了汲取知识的海

洋，满足了人们对于诗意生活的

向往。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深入

人心的当下，图书馆的建设更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有城市

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很多图书馆

都成了城市的地标。

图书馆是用来“看”的，这个

“看”并非只是在外观上承担了城

市的“审美担当”，而是指图书馆

是让人看书的地方。如果脱离了

看书，那么图书馆建得再多再美，

也不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担

当”。现在的图书馆条件好了，藏

书丰富了，而且有了不少电子化

设施，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看”

的需求。可是，“看”是以时间为支

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上

课的时候没有时间，而只有下班

下课之后才有空去图书馆。

当 结 束 一 天 工 作 学 习 的 人

们，想要到图书馆静静待一段时

间，却发现大多数图书馆与社会

保持着同样的作息时间——你上

班他也上班，你下班他也下班。虽

然情况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图书

馆可能是“朝九晚六”，有的图书

馆可能再延长一点，但总体来看，

想要晚上到图书馆看书，基本很

难实现。一个没有图书馆灯光的

夜晚，总是让人觉得少了什么。

北京某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

认为，因图书馆的非营利性等原

因，常态化延长运营难以实现。其

实，非营利性与晚上开放并非一

定相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

因为其非营利性，更应该注重社

会功能，既然有着广泛的晚间阅

读需求，那么图书馆当然应该增

加这一功能选项，即便这会增加

一定的运营成本。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 24 小时

城市书房，可城市书房毕竟只是

缩微版，不能代替图书馆的作用。

从读书体验来讲，还是图书馆更

能满足大众。明亮的城市书房与

关 门 的 图 书 馆 ，形 成 了 强 烈 的

对比。

当然，我们沉浸于夜间图书

馆的美好想象，但对图书馆工作

人员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份工作。

其实人们也不是希望图书馆无限

加班，更不想无限剥夺图书馆工

作人员的休息时间。事实上，城市

的夜晚，依然有很多岗位在运转

着，这主要还是一个做好工作安

排的问题，图书馆在这方面应该

做出更大的努力。

图书馆建起来就是用的，吸

引的人越多，图书馆的价值就越

能得到体现。图书馆“朝九晚五”

有着成本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恐

怕还是部分图书馆缺少了些文化

担当，这里面的问题，更应得到认

真梳理和解决。

西安新城区
文化馆里学编程

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扩展

科学知识储备、锻炼逻辑思维、提高

动手能力，近日，由陕西省西安市新

城区文化馆主办、西安码高教育承办

的“2019 年新城区文化馆‘筑梦新

城’暑期 MAGO 机器人编程公益培

训班”在新城区文化馆举办，20余名

少年儿童免费参加了此次具有浓浓

科技含量的趣味培训。

本次培训是对文化馆传统文化

艺术类培训的一次扩充，旨在用契合

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科技活动，增强其

实践动手能力，训练其科学思维能

力。培训班上，打蛋机、救护车模型等

在孩子们的手中，从零件到成品，从

传动装置到自主运行，种种蝶变，科

技味十足，让小朋友们兴奋异常。

据悉，7月以来，西安市新城区文

化馆已深入社区开展了少儿声乐、简

笔画、魔术等公益培训班，深受广大

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喜爱，吸引了百

余名少年儿童参加培训。

（据《中国文化报》）

文化和旅游部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专家验收会近日在北京

举行。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电子政务办公室、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对

该平台进行了详细验收，

并同意通过验收。

专家组在听取建设情

况汇报、查阅项目建设文

档、观看平台功能演示后

进行了认真讨论和评议，

专家组认为，平台达到了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有关要求，同意

项目通过验收。这标志着

平台建设工作基本完成，

各项功能模块具备上线运

行条件。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按照“互联网+政务服务”

体系框架和标准构建，依

托互联网面向公众提供 4

类 25 项政务服务，包括政

务服务网、政务服务移动

端（APP）等 10 个 功 能 模

块，整合对接文化市场技

术监管平台、旅游监管与

服务平台等4个业务系统，

具有政务服务一体化、公

共支撑一体化、运维保障

一体化等特点。

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有关负

责人表示，该平台是文化和旅游部优

化政务服务、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文化和

旅游部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迈上新

台阶。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

心将配合全国一体化平台上线，加快

推动文化和旅游部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上线运行、政务服务网和移

动端（APP）开通。（据《中国文化报》）

太原时代新人诗音画
《奋斗有我》首演

本报讯本报讯（（芦蕊芦蕊））为进一步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汇聚建设文明开放富裕美

丽太原的磅礴力量，8 月 15 日下午，

时代新人诗音画《奋斗有我》首演活

动在山西省太原市青年宫演艺中心

举行。本次活动还发布了精美的时代

新人纪念章，另有多部时代新人作品

亮相。

本次活动由中共太原市委宣传

部、共青团太原市委联合主办，太原

广播电视台承办。时代新人诗音画

《奋斗有我》是共青团太原市委组织

编排，反映时代新人代表“桥三代”张

博君、快递小哥张佳欣、乡村教师苏

秀荣奋斗故事的一部作品。演出现

场，诗音画这一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

地吸引了现场观众，现场不时爆发出

热烈掌声。

“时代新人说”主题活动开展以

来，逐渐成为奋斗者和追梦人自己的

舞台，他们的奋斗故事为时代新人系

列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

本次首演活动现场，时代新人之歌

《等你》、《时代新人说·讲演录》、《时

代新人绘本》等多项具有重要意义的

成果首次亮相，引发热烈反响。

我的家乡就在以嗜辣而闻名的地

区，各种各样的辣椒让人应接不暇：长

的、短的、圆的、扁的、干的、湿的……而

我最爱的，还是剁辣椒那酸爽咸香的独

特味道，令远行的游子念念不忘。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里面种满了各色蔬菜。院里的土地被划

分成许多小块，不同的蔬菜就各自种在

里面，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必然是种辣椒

的。院子里五彩缤纷，紫色的茄子，嫩绿

的黄瓜，还有金黄色的南瓜花像喇叭一

样沉甸甸地垂在绿叶间。不过，最引人

注目的还是那一大片悬在枝头的辣椒，

散发出莹润的光泽，翠绿欲滴。

我那时候年龄小，吃不了辣，总问：

“为什么要种这么多辣椒，又不好吃。”

父母总是和蔼地答道：“要做剁辣椒

呀！”待到地里的辣椒由青绿转为深红，

如同天边热烈燃烧的晚霞时，便要将它

们全都摘下来了。认真洗净沥干后，将

辣椒放在砧板上剁成碎末。那时候还没

有搅碎机之类的工具，全靠一双手、一

把菜刀。刀剁在砧板上，发出低沉的“咚

咚”声，辛辣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在空

气中，把我们的眼泪都呛了出来。我受

不住，忙不迭地从家里跑出去，如同叽

叽喳喳的小鸡崽般直呼“辣死了辣死

了”，引得父母一阵笑。

剁好的辣椒需撒上盐，搅拌均匀，再

装入一个个洁净的大广口瓶里，挤得满

满当当，然后仔细地封上瓶口，置于阴凉

处。等待剁辣椒开启它的腌制之旅。

约莫一周左右，等瓶中的剁辣椒呈

现暗红色、透出水润光泽时，就可以打

开吃了。腌制过后的剁辣椒，少了刺激

的辛辣，相反，多出了一种独特的酸爽

回甜的风味。炒菜加一勺，菜的味道更

浓郁鲜香；用来拌面吃，酸甜香辣的味

道，更是分外诱人。腌制所产生的风味

上的升华，是剁辣椒给予人们的意外

之喜。

剁辣椒腌好后，总要被父母分装成

好多瓶，喊我们送给左邻右舍，请大家

一起尝尝鲜；而邻居也会将自家做的腌

菜作为回礼，让我们拿回家。虽然这些

家常小食并不值钱，但其中有来有往的

朴实心意，却给予了我“投桃报李”的最

初启蒙。

记得我离家去远方读书前，父母担

心我吃不惯那些清淡的饮食，特意做了

一瓶剁辣椒让我带去。那瓶剁辣椒伴我

度过了独自一人求学异乡的最初时光，

一闻到那特有的熟悉的香味，我便心

安了。

剁辣椒的味道，是家的味道。这么

多年，无论离家多久，无论跋涉多远，一

想到它，就会想起家的温暖。

剁
辣
椒

彭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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