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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房、农家书屋、职工书房、
网上书城、街巷书店……近年来，我市
不断完善文化设施，拓展公共阅读空
间，组织开展读书活动，营造全民阅读
浓厚氛围。浓郁的书香不仅更好地满
足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而且把
城市的文化名片擦得更亮。“4·23”世
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行走多地，探
寻满城弥漫的浓浓书香，所到之处，无
不散发着“繁花”景象。

4 月 20 日，走进市图书馆，宁静、
雅致的读书氛围跃然眼前。尽管刚过
上午 9 点半，但正在阅读的市民随处可
见，大厅的阶梯上、书柜间的借阅席
里，早有读者落座。每逢节假日，开馆
前门口更是早早排起长队，成为文瀛
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里环境好，我办了借阅手续，

每周都会来两到三个上午，已经成了
习惯。”张晓东是大同人，去年开始来
市图书馆阅读。“现在手机 App 内容确
实很丰富，但我觉得阅读的习惯不能
丢，我对金融和教育类书籍比较感兴
趣，而且这里的服务做得很好，自助还
书，方便快捷。在阅览室看书累了，还
可以走到数码电子选书墙浏览，轻轻
一点，选择一本自己中意的书阅读一
会儿，感觉很棒。”

“我们秉承‘读者在哪里，阅读资
源就送到哪里’的理念，大力引导全民
阅读，不断创新借阅方式，拓展城市
阅读新阵地，网络化、电子化让阅读
触手可及。”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4 月 23 日是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
市图书馆于 4 月 20 日举办了“万物复
苏 不亦阅乎”2024 年世界读书日 山

西省公共图书馆阅读大赛，大赛前三
个小时为阅读环节，阅读书目为《历
史这么有意思》，后一个小时为线上
答题时间。活动在 23 日公布优胜者
并 进 行 颁 奖 。 本 次 大 赛 采 取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大 力 推 动 全 民 阅
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良好氛围。

今 年 以 来 ，市 新 华 书 店 和 阳 书
店 积 极 创 新 ，转 型 升 级 ，通 过“ 书
店 +”模 式 丰 富 阅 读 体 验 ，打 造 城 市
文化新地标，逐步形成集实体店、网
上 书 城 、线 上 线 下 阅 读 活 动 于 一 体
的 立 体 式 服 务 网 络 。 4 月 23 日 上
午 ，《大 同 城 墙 影 像》作 者 刘 晋 川 和
我 市 文 艺 评 论 家 曾 强 走 进 大 同 市 新
华和阳书店抖音直播间，畅谈《大同
城墙影像》创作始末，畅谈作者心中
的 城 墙 情 结 ，从 而 唤 起 大 同 人 的城
墙文物保护意识。

“ 从 前 ，一 卷 在 手 ；如 今 ，一 屏 万
卷。”无论是春秋田间地头劳作小憩
时，还是冬夜围炉取暖之际，村民最喜
欢去的地方就是农家书屋。浑源县西
坊 城 镇 大 有 号 村 村 民 王 助 和 对 记 者
说：“没事的时候去农家书屋看看法
律、农科方面的书，和村民交流一下种
植经验，总比唠嗑、打牌好。”说着，他
还拿出手机，点开“农家书屋”App，“你
瞧，我们现在还利用这个玩意儿去了
解农业信息，可方便了。”

县乡书香弥漫，城市阅读遍布街
巷，点亮着“全民阅读”之光。

漫 步 古 城 内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东 南
邑，转角遇到“一苇书坊”，走进去，一

场 关 于 电 影 与 阅 读 的 沙 龙 正 在 举
行。活动空间是开放的，每一位市民
或者游客走得累了，都可以在这里一
边喝着咖啡，一边读书。4 月 23 日，书
友相聚，集结一段关于读书日的美好
旅程。

为倡导全面阅读，在持续丰富馆
藏图书、数字资源、报刊资源的基础
上，市图书馆坚持不断创新、满足社
会各界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面向
社会开设了北魏文献、长城文献阅读
活 动 ，优 化“ 自 助 图 书 馆 ”借 阅 服 务
等，全力构建全民阅读均等化服务体
系，常态化开展讲书人大赛、公开课、
展览、科普推广、流动图书车下基层
等公益文化活动。

如果说城市图书馆、农家书屋是
公 共 区 域 下 的 阅 读 空 间 ，家 门 口 的

“ 书 角 ”则 是 更 为 方 便 的 阅 读 之
所 。 在 平 城 区 耕 读 书 院 ，这 里 正 用
亲 子 互 动 阅 读 、读 书 沙 龙 、读 书 交
流 会 等 全 新 形 式 ，使 辖 区 居 民 不 出
社 区 即 可 尽 情 领 略 阅 读 的 魅 力 ，享
受 到“ 家 门 口 ”的 文 化 盛 宴 。 4 月 19
日，书院联合北京新经典图书公司推
出“4·23”世 界 读 书 日 线 上 公 益 讲
座”，一场关于童诗的写作与阅读让
不少人获益匪浅。

从翻看一本书细细品读，到走进
万 卷 书 海 里 与 大 千 世 界 晤 谈 ；从 校
园里朗朗读书声，到城市书房里静坐
的读书人；从希冀读书改变命运，到
读书自洽生活、充盈自我……袅袅书
香萦绕着大同，在阅读中浸染芬芳、阅
尽“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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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走古都 阅尽“繁花”
——写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图为市图书馆图为市图书馆““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主题沙龙主题沙龙。。

2020 年 4 月 ，在 大 同 古 城 潘 家 园
旧书市场闲逛时，我被一个不起眼的
小物件吸引住了，这是一本封面用工
整钢笔字书写“古城修复”字样的“剪
报集”，翻开这本集子，我发现里面的
文 章 全 部 是《大 同 日 报》推 出 的 深 度
报 道 。 一 向 热 衷 于 关 注 大 同 古 城 动
态 的 我 ，立 马 对 这 本 装 订 简 单 的“ 剪
报集”爱不释手。经过和摊主反复讨
磨，我终于将其收入囊中。

拿到这本集子，我迫不急待地翻
阅起来。这本“剪报集”内容之丰富，
让我惊喜万分，那发黄的纸张和斑斑
墨迹，无不在无声地讲述着大同古城
的历史变迁，讲述着《大同日报》的奋
进 故 事 。 我 仿 佛 也 看 到 了 大 同 报 人
走街串巷寻找第一手素材，那奔波忙
碌的身影。

这 本“ 剪 报 集 ”装 帧 取 材 很 不 考
究 ，只 是 由 一 本 小 学 英 语 练 习 册 夹
杂 着 一 些“ 大 同 人 民 广 播 电 台 ”“ 大
同 铁 路 分 局 ”字 样 的 稿 纸 作 为 基 底 ，
用 订 书 针 和 白 线 简 单 装 订 着 ，厚 实
的 牛 皮 纸 刷 上 浆 糊 做 成 封 皮 ，历 经
岁 月 的 打 磨 已 经 成 了 一 个 硬 壳 。 封
面 正 中 偏 上 贴 着 一 张 7 厘 米 见 方 的
浅色牛皮纸，其上手书的“古城修复”
笔法古朴，后面跟着的是一张豆腐块
剪报——系列报道《三年大变样 今朝
看大同》编者按。

简单摘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从 2008 年起，我市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以 双 城 特 色 为 重 点 的 城 市 建 设 与 改
造，并明确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五年变新样’的城市建设进度朝着

“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
强市”城市发展目标迅速迈进。两年
多来，这座城市的人民每天都见证着

城市的变迁。在这个三年大变样的关
键之年，我们正在兑现自己承诺，一座
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特色城市正破茧而
出。为了使广大读者全面透彻地了解
我市的新变化、新面貌，本报记者多方
位、多侧面进行深入采访，从今日起推

出《三年大变样 今朝看大同》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正如封面的主题所示，这本“剪报
集”通过对《大同 日 报》《大 同 晚 报》
2008 年 至 2011 年 4 年 间 刊 发 的 有 关

“ 大 同 古 城 修 复 与 保 护 ”相 关 新 闻 报

道 的 剪 辑 整 理 ，图 文 并 茂 地 展 示 了
大 同 古 城 修 复 的 历 史 进 程 ，其 中 还
夹 杂 着 一 些 手 写 的 注 释 ，极 具 历 史
价 值 。

“ 剪 报 集 ”的 内 容 由 两 部 分 组
成 ，第 一 部 分 以“ 古 城 修 复 ”的 新 闻
剪 报 为 主 线 ，以“ 一 轴 双 城 ”大 同 新
城 老 城 双 线 发 展 的 新 闻 剪 报 为 辅
助 ，占 剪 报 内 容 的 五 分 之 四 ；第 二 部
分 以 云 冈 石 窟 景 区 建 设 内 容 为 主 。

“ 剪 报 集 ”所 囊 括 的 内 容 细 碎 杂
糅 ，积 沙 成 塔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大 同
这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一 日 千 里 的 沧
桑 巨 变 。 以《大 同 日 报》2009 年 8 月
21 日《“ 传 承 历 史 文 脉 打 造 皇 城 气
象 ”系 列 笔 谈 之 ：大 同 古 城 墙 将 重
现 雄 姿》报 道 开 篇 ，剪 报 中 既 有《望
楼 上 梁》的 图 片 新 闻 细 节 ，又 有《写
在 东 城 墙 修 复 之 际》之 类 极 具 思 考
和 借 鉴 意 义 的 专 栏 评 论 ，也 有《大
同 古 建 修 复 保 护 工 地 探 营》的 大 篇
幅 图 文 专 访 ，还 有 展 现 古 城 温 情 故
事 的“ 四 牌 楼·相 册 ”系 列 专 访 ，还
有 图 文 并 茂 的《大 美 大 同》古 城 文
保 单 位 专 版 推 介 ，还 有 来 自 古 城 及
周 边 中 小 学 学 生 们 对 古 城 新 貌 的
美 好 展 望 …… 这 本“ 剪 报 集 ”可 谓
完 美 呈 现 了 大 同 这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涅 槃历程。

这 本“ 剪 报 集 ”让 我 这 个 外 乡 人
深 深 地 爱 上 了 大 同 ，同 时 也 成 了 我
日 常 拍 摄 记 录 大 同 古 城 的 最 佳“ 向

导 ”，华 严 寺 、善 化 寺 、四 牌 楼 、法 华
寺 、古 城 墙 、代 王 府 等 等 ，借 助“ 剪 报
集 ”中 的 记 录 支 持 ，我 通 过 自 己 的 镜
头 ，用 大 量 照 片 记 录 了 这 座 古 城 的
文 化 传 承 、厚 重 的 历 史 记 忆 ，集 结 成
的 大 同 古 城 系 列 摄 影 作 品 发 表 在 了

《文 博 山 西》《春 熙 照 相 馆》等 新 媒 体
平 台 。 现 在 ，我 常 常 翻 看 近 几 年 拍
摄 的 古 城 照 片 ，对 照 这 本“ 剪 报 集 ”，
别 有 一 番 滋 味 —— 我 的 照 片 记 录 了
古 城 的 现 在 ，“ 剪 报 集 ”承 载 了 古 城
十 多 年 前 的 历 史 剪 影 ，而 我 获 得 了
独 属 于 摄 影 师 对 大 同 历 史文化的美
好体悟。

虽 无 法 得 知 这 本“ 剪 报 集 ”的 主
人 姓 甚 名 谁 ，甚 至 不 知 道 他 的 年 龄 、
性 别 、职 业 等 ，或 许 某 天 某 时 我 们 也
曾 在 古 城 街 巷 中 相 遇 而 不 相 识 ，那
也 无 妨 ，因 了 这 本“ 剪 报 集 ”的 存
在 ，因 了《大 同 日 报》，我 们 结 缘 ，并
共 同 见 证 和 记 录 了大同古城的涅槃
重生。

通过这本“剪报集”，我也看到了
《大 同 日 报》作 为 城 市 发 展 记 录 者 的
巨大贡献，一篇篇或恢弘或朴实的新
闻报道，生动记录了大同这座城市的
发 展 变 迁 ，平 时 察 觉 不 到 ，但 当 你 回
顾 这 十 多 年 ，就 会 发 现 ，这 份 报 纸 已
经 在 不 经 意 间 留 住 了 很 多珍贵的历
史时刻。

时 值《大 同 日 报》创 刊 75 周 年 之
际，仅以此文敬之、贺之。

怎么说呢，我姑且也算半个“码
字撰文”人吧。粗糙码文的年头不算
短，有三十年了，可文字变成铅字并
没有多少年头。我码下的文字正式发
表应该是始于 2018 年，就在 《大同日
报》 上。

6 年 前 的 我 51 岁 ， 已 逾 天 命 之
年，孩子们都相继上大学。我也逐渐
从教学的主力岗位后撤，毕竟已望见
了退休的站台嘛。身上的担子轻了许
多，于是相对地有了较多的课余时间
潜心去搞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写
作。

人变老的时候往往更容易怀旧，
故乡家园、童年少年、亲情乡恋、民
俗风物这些创作素材一如泉涌，成为
我笔下的系列主题。

文学并不是自己主修的专业，我
的写作纯属业余，所以最初的稿子毛
病 不 少 ， 错 别 字 不 断 、 标 点 符 号 误
用 是 家 常 便 饭 ， 文 重 于 记 述 而 缺 乏
文 采 和 意 境 ， 只 能 是 自 娱 自 乐 ， 常
常 在 自 己 创 办 的 “ 白 羊 文 艺 ” 公 号
上发布，有时也不免贻笑大方。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不 断 地 收 集 材
料 ， 不 停 地 写 下 去 。 期 间 得 到 家 乡

几 位 作 家 好 友 的 关 注 与 指 正 ， 当 这
些 文 字 积 累 到 一 定 数 量 时 ， 他 们 建
议 我 认 真 修 改 ， 再 丰 富 一 些 内 容 ，
可 以 出 一 本 以 家 乡 的 母 亲 河 十 里 河
为 主 题 的 散 文 集 ， 同 时 他 们 给 我 发
来 《大 同 日 报》 的 投 稿 邮 箱 ， 并 不
失 时 机 地 推 荐 了 几 篇 稍 微 像 样 儿 的
稿 子 。 之 前 我 对 自 己 的 文 字 非 常 不
自 信 ， 几 乎 不 敢 想 象 自 己 的 稿 子 能
上 市 级 省 级 报 纸 ， 只 觉 得 能 在 自 个
儿 家 县 级 内 刊 发 几 篇 就 心 满 意 足
了，没有太高奢望。

我的痴心努力与坚持以及文友们
的 悉 心 指 正 终 于 有 了 回 报 。 2018 年
春 ， 一 首 小 诗 《等 春》 在 《大 同 日
报》“云冈副刊”发表。同年秋，散
文 《母 亲 的 花 园》 在 《大 同 晚 报》

“九龙壁·随笔”专栏刊发，随后又被
《山西日报》 转载。接着，散文 《文

瀛湖遐思》 又被 《大同晚报》 编辑老
师选中。好家伙，咱的土文作品居然
上了市级省级报纸，对于我而言简直
就是登天一般的感觉，那种兴奋与激
动实在无以言表。

如今，我的作品隔三差五地出现
在 《大同日报》《大同晚报》 的版面
上，我也成了 《大同日报》《大同晚
报》 的“熟脸儿”，而且，发表作品
的 每 一 期 《大 同 日 报》《大 同 晚 报》
我都会收齐珍藏。

巨大的鼓舞之下，我一鼓作气又
写下了大量关于雁同、左云民俗饮食
文 化 的 散 文 ， 并 于 2021 年 结 集 ， 由
团 结 出 版 社 出 版 ， 书 名 《左 云 味
道》。其中的一些篇章也被 《大同日
报》《大同晚报》 和另外一些本土刊
物 刊 登 ， 个 别 文 章 还 被 《大 同 长
城》《大 同 之 韵 —— 全 国 作 家 写 大

同》《老 味 儿 大 同》 等 几 部 书 籍 收
录 。 目 前 ， 我 的 另 一 本 散 文 集 《行
吟 白 羊》 又 在 筹 划 中 ， 内 容 围 绕 家
乡 左 云 的 自 然 景 观 、 历 史 遗 迹 、 风
土 人 情 和 人 们 的 烟 火 日 子 ， 最 大 可
能 地 记 录 家 乡 的 风 物 和 它 们 的 过 往
与 当 下 。 这 一 路 走 过 来 ， 这 些 不 大
不 小 的 收 获 都 始 于 《大 同 日 报》 给
我的原动力。

文 学 是 茫 茫 的 大 海 ， 浩 渺 无
际 ， 我 只 是 驾 一 只 小 舟 ， 去 寻 找 一
处 停 泊 的 方 位 。 我 是 一 位 已 不 年 轻
却 初 航 的 水 手 ， 我 没 有 罗 盘 和 海
图，《大同日报》 就是我全程的航标
和 灯 塔 。 在 她 的 照 耀 和 指 引 下 ， 我
又 结 缘 了 《大 同 晚 报》《今 日 大 同》

《塞北文苑》《印象大同》《小品文选
刊》《大同宣传》《大同今古》《大同
文旅》《平城》《山西日报》《山西晚

报》 等报刊。《大同日报》 是我文学
创作的一叶方舟，它让我由来已久的
文学梦想在此停靠，并圆了我从少年
时起就一直心心念念的文学之梦。而

《大同日报》《大同晚报》 更是我这只
小舟收获希望的港湾，同时也赋予我
更大的激情和勇气，向着更高更具挑
战性的目标奋进。

《大同日报》 自 1949 年 5 月 5 日创
刊，由最初简陋的铅印发展到胶印，
再 到 快 捷 高 效 的 激 光 照 排 、 数 字 网
络，一步一步走来，与时俱进，节节
攀升。《大同日报》 辑录社会历史文
化烟火，一路风雨兼程，艰辛与收获
相 伴 ， 更 携 光 荣 与 梦 想 。《大 同 日
报》 坚定执着地走过扎实的 75 年。我
个 人 的 作 品 自 首 登 《大 同 日 报》 以
来，至今也有 6度春秋。

《大同日报》 伴随了一代又一代

大同人，我也非常荣幸地与之携手并
进，走过不长也不太短的 6 个年轮。

《大 同 日 报》 是 值 得 欣 慰 和 骄 傲 的 ，
大 同 的 读 者 朋 友 们 是 幸 福 的 ， 而 与

《大同日报》 结下不解之缘的我更是
幸运的，感恩无限。

四季耕耘勤不辍，三更撰稿苦中
修。

创新守正初心见，征程扬帆立潮
头。

一 代 代 “ 大 同 日 报 人 ” 夙 兴 夜
寐，一笔一笔描白了青春之首。感恩
他们多少年来付出的汗水与心血，感
恩所有的报人、文学创作者和文友们
的同舟共济，也祝福陪伴我们每一天
平凡生活的 《大同日报》，因为她从
来都不负期待。

愿 《大同日报》 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我淘到《大同日报》“剪报集”
余致楠

《大同日报》 ,我 的文学方舟
郭宏旺

为期三天的“妙会石窟”文博主
题创意活动于 4 月 21 日在北京落幕。
活动汇聚了 50 余家石窟主题文博文创
品牌参与市集，活动内容涵盖石窟艺
术展、创意市集、沙龙讲座、研学课
程等内容板块。以新场景、新业态的
方式集中展示了各地石窟寺保护利用
成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深度感受石
窟文化魅力的平台。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石窟研究领域
具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为公众带
来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沙龙。云冈研究
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响堂山石窟研
究院、敦煌研究院北石窟寺文物保护
研究所、洛阳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营
地等五家机构还同期举办了数场研学

教育活动。我市“90 后”文创设计师
李丹阳带着她的文创产品“蘑菇熊·
魔法口袋”参加了本次创意市集，其
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

（赵永宏）

“蘑菇熊·魔法口袋”文创产品亮相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