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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阴：书香引领风尚文化塑造风骨

手艺直播还需匠心精神
土 木

◆ 乡贤办书屋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

初冬乍寒之季，书香增添暖意。

汉阴县有位十里八乡都有名的乡贤，

他十几年来一直在自建的“传文书

屋”里默默地奉献着……这名乡贤叫

李传文。他曾作为农家书屋的代表，

登上央视作报告。“传文书屋”也获

得了“全国示范农家书屋”“农民科

技书屋”等荣誉，还成为“安康市图

书馆”的分馆之一。

“中国农民需要转变观念，需要

学习知识和增强能力。”2006年从汉

阴县委党校理论教师岗位退休的李

传文认为，转变农民观念就是要把接

地气的文化书籍送到群众家门口。

2007 年，李传文投资 12万元在自家

祖宅上建立了一所“传文书屋”，通

过购入和收集等方式统筹 2 万余册

书刊入柜上架，自己当起了书屋管

理员。

十几年来，李传文以免费形式，

向县内外读者开放借阅，“传文书

屋”的读者超过5万人次。多年来，他

独自行走在山间小路向山区学校等

偏远地方送图书、送培训，受到群众

的一致称赞。

此外，利用“传文书屋”的信息优

势和读者多、辐射广的人脉优势，李

传文为村民办了许多好事，感染、温

暖了许多人。比如，在从报刊上得知

国家颁布了给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

师等农民生活补助的惠民政策后，他

立即让读者四处宣传，并亲自帮着写

申请，协助相关人员办理有关手续；

在阅读了残疾人可获得补助的政策

后，就带上相机，登门帮助30多位残

疾人照相、填表、写申请，帮助他们

办理相关手续。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李传文以“种文

化弘扬新民风”暨“志智双扶助脱

贫”为切入点，组建“传文志愿服务

队”，通过免费借阅、送书下乡、捐书

馈赠等形式，致力于将文明新风和扶

志扶智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他自己也经常调侃：“我叫李传

文，所以要传播文化，不能辜负了这

个名字。”

据汉阴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汉阴县在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立

足基层文化人才匮乏、公共文化产品

提供与人民群众需求不相适应等实

际问题，推出“文化使者行动”，通过

向返乡大学生、教师、文化爱好者、

企业名人、能人贤士等发出邀请，倡

导社会各界争当文化的传播者。目前

已发展文化服务志愿者 1000 余名，

开展各类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共

600余场次，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

产品的有效补充，满足了群众不同层

面文化需求。

◆ 打造便捷阅读生

活圈

近年来，汉阴县将阅读基础设施

建好建强，作为一项重要惠民工程来

抓，通过不断完善汉阴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推进县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大

力推广“图书馆分馆+服务工作站”

模式，全县以城区总馆为中心，先后

在5个镇建立起了分馆，为广大群众

提供了读书学习的场所。从 2019 年

起县财政每年投入资金 3000 万元，

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公

共文化产品提供和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

为 进 一 步 推 动 全 民 阅 读 ，自

2014 年起，机关、学校、企业、村（社

区）设立图书室，建成了 100 多个农

家书屋、图书服务工作站，逐步形成

了区域阅读生活圈，让全民尽享书香

味道。

据汉阴县文旅广电局工作人员

张鸿雁介绍，目前，汉阴县通过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

正在县城内积极建设一个24小时自

助书房，采用“书+咖啡”“书+文创”

“书+科技”等创新融合手段，实现与

县图书馆的通借通还，让书香汉阴触

手可及。读者只需使用身份证就可实

现免押金、免办证，从柜里免费借走

图书。同时，读者还可以自由安排借

还时间，享受24小时书房服务。

为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真正打通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满

足读者的多种阅读需求，借阅者可通

过下载“书服到家”APP，向汉阴县图

书馆提出借阅需求，工作人员会在第

一时间寻找书籍，把书配送到借阅

柜。这种“免办证、免押金、线上借、

送上门”的信用借书模式，实现了群

众“想学有学、借书有书”的目的。

◆ 多措并举厚植文

明新风尚

“年未及冠，目仅识丁，读书明理

之说邈矣……”这是 20 条《沈氏家

训》第 7 条中的一句话，向后人指出

读书明理的重要性。《沈氏家训》立

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 1789 年），

是沈氏族人的传家宝，是陕南地区传

统家规的典范。

上世纪初，在家庭文化的熏陶

下，从汉阴这个当时相对偏僻的地

方，走出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3

位大学者，同为北京大学教授，时称

“北大三沈，一门三杰”，成为中国文

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三沈”不仅以

学术造诣领标时代，更以高洁的人品

成为学界的楷模。

2015 年，汉阴沈氏家训三集专

题片在中纪委监察委网站播出后引

发强烈反响。2019 年 6 月，汉阴县

委、县政府在原沈氏宗祠的基础上扩

建的沈氏家训展览馆建成，并免费对

外开放，成为安康市首个由陕西省委

文明办、省妇联命名的家风教育示范

基地。

如今，走进汉阴县图书馆，常年

开展的品牌阅读活动“阳光姐姐教你

读古诗”等，每到周末就会吸引众多

读者和群众。主讲嘉宾以国学、三沈

文化、家风家训为主线，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让听众从新的角度了解国学

文化、三沈文化，家风家训文化，领

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汉阴文化

底蕴的浓厚。

此外，汉阴县图书馆将服务项目

下沉到分馆及社会服务工作站，让阅

读成为习惯，举办争做“书香之星”、

争创“书香门第”相关活动，阅读及

文化氛围不断浓郁。

汉阴县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实现“三年树新风”新民风

建设目标，汉阴县以“三沈文化”为

基，大力挖掘好家风、好家训，以传

承优秀民俗文化、创新发展新民风文

化为牵引，实施文化引领、文化惠

民、文化共享战略，将党员党性教

育、群众志智双扶、大众文化传播与

社会风尚传承有机结合。如今，“三

沈故里 人文汉阴”的名头愈加响亮，

汉阴新风尚展现出奋进、勃发的时代

力量。 （据《中国文化报》）

日出太行日出太行 白英白英（（山 西山 西））摄摄

炒米，是我家乡

安徽无为的一种极普

通、极常见的食品。大

米淘净，煮熟，用干净

纱布垫着，平铺在太

阳底下晾晒，待水分

完全蒸干后，上锅炒。

过去炒炒米一般是不

放油的，只有过年的

时候才放一点点油。

炒熟后的炒米呈现金

黄色，香气扑鼻，被小

心地保管起来。

不少人家都是用不透气的铁皮饼

干桶来装炒米的，在饼干桶底部铺上一

层干茶叶末，再垫上一层油纸，据说这

样可以吸潮，炒米装进去能保存很长时

间。吃的时候用长柄铁勺挖几勺出来，

很方便。我四姨炒炒米的手艺最好，炒

的时候，香味能弥漫整个院子，引得人

垂涎三尺，周围的小孩子们纷纷跑来围

观。炒熟后的炒米粒粒金黄、饱满完整、

焦香扑鼻，叫人一看就想尝尝。不止一

个人问过她有什么诀窍，她总是爽朗地

大笑：“哪有什么诀窍！就是勤翻和掌握

火候。”现在想来，四姨的话很有几分人

生的道理。

过去，无为人早起习惯于吃一碗炒

米茶，滚白水冲泡，加一点盐或白糖，热

乎乎的一碗下肚，周身血脉都流通起

来，此时下地干农活，手脚便舒展多了。

平常，家里来了客人，泡一碗炒米端出

去，也是很拿得出手的点心。尤其天寒

地冻、滴水成冰的时节，客人冒着风寒

走了半天路，来到家里，正是又冷又饿，

主人赶紧冲上一大碗炒米茶递到客人

手里，再加上一小碟自家腌制的酱菜

瓜，无需许多寒暄，自有一股温煦动人

的情谊生发出来，让人身心俱暖。

多年后，我读到郑板桥家书中的一

段：“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

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

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一下子就联想到当

年无为人待客的情景来。再有就是过去

无为女人生孩子，没有什么营养品，就吃

白糖冲的炒米茶，被认为是很滋补的，条

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加红糖和鸡蛋。

无为炒米除了干嚼和冲茶，还有一

种吃法，就是用鲜草鱼汤冲泡，雪白的鱼

汤中浮着金黄的炒米，既有鱼的鲜味，又

有米的焦香，比鱼汤泡米饭劲道、耐嚼，

好吃又营养。

从小到大，我可没少吃四姨炒的炒

米，后来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市面上的零

食花样越来越多，我开始嫌炒米滋味寡

淡，四姨炒炒米的次数也少了。我工作

后，有一年去宣城出差，席间上了一道草

鱼汤冲炒米，一下子勾起我许多记忆来。

我舀了一碗又一碗，慢慢喝着，出神许

久，感觉似乎有一些东西在故乡和异乡

之间传递，带着鲜活的烙印，满含温情。

在过去，五行八作里，叫得响

名号的多以“手艺+姓氏”冠名，使

品牌深入人心，赢得消费者青睐。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下，如何打响

手艺的品牌效应，收获营销效果，

却是一个极为伤脑筋的问题。

在今年“双十一”期间，某电

商平台与多家电商联合，共同开

设手艺直播频道，将各个行业的

数百万商户（手艺人），包括街头

传统糕点的制作师傅，守护蛋雕、

泥人等非遗传统的工匠和理发店

的发型师，推上直播。100 多场手

艺人直播使凭借绝活亮相的手艺

人瞬间走红。

手艺人直播成网红折射出什

么呢？笔者以为，是当前社会对手

工艺的推崇之心。在现代科技越

来越发达的时代，机器取代手工，

商品成为生产流水线的产物后，

人们越发怀念存于手工制品中的

别致与温情。琳琅满目的商品虽

然极大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

但追求精致与别样更令人神往。

非遗产品越卖越火，传统老字号

门庭若市等都在验证着手工艺尤

其是传统手工艺受到消费者青睐

的事实。

而此次直播将手艺人作为直

播主角，更是抓住了手工技艺个

人属性的特质。在过去，手工艺品

牌多冠以手艺人自己的姓氏，既

容易分得清，又让人记得住。比如

泥人张、张小泉等，都成为消费者

信赖的品牌。可见，手工艺品有着

个人属性的深深烙印。此次直播

打开了非遗传承与传播命题的新

视野。非遗传承离不开更多人的

关注与喜爱。互联网平台的直播

手段为非遗品牌的推广插上了新

翅膀。

手 工 艺 需 要 与 新 时 代 搭 界 ，

就得适应潮流，利用各种传播手

段营销自己。但不能忽视的是，不

管传统与时尚如何跨界，品质与

潮流如何邂逅，背后支撑的永远

是其强大的质量保证，这才是更

多 手 工 艺 品 可 以 创 造 的 品 牌 红

利。作为手工艺人，越是在“情怀

杀”“回忆杀”抱团出现和传统手

工 艺 复 兴 浪 潮 渐 成 气 候 的 背 景

下，越要懂得珍惜羽毛。因为在广

泛受到关注的情形下，交付给消

费 者 的 一 定 得 是 质 量 过 硬 的 产

品。爆款商品的出现是以质量为

前提的，手工艺品要想赢得市场，

道理亦然。因此，手艺直播爆红之

下，要想维系热度，靠的是手艺人

精湛的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以

及坚守下去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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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联合打造
国际文旅精品路线

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

办的长三角区域“七名”国际精品线

路暨主题专项旅游产品发布会在安

徽合肥举行。

据悉，“七名”系列国际精品线路

由一条“七名”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

四条“三名”区域旅游线路组成。“七

名”国际精品旅游线路是一条为国际

游客量身定制的远程环线，涵盖上海

（名城）、乌镇（名镇）、西湖（名湖）、

黄山（名山）、西递·宏村（名村）、苏州

园林（名园）、南京博物院（名馆）等长

三角顶级旅游资源。“三名”区域旅游

线路为长三角三日游文化旅游线路，

融合了沪苏浙皖的特色景点，专为周

末或小长假出游需求而设计。

会上还同时发布了以“名城、名

镇、名村、名山、名湖、名园、名馆”为

主题的“七名”系列推荐目的地和以

“房车营地、养生、体育、会展”为主题

的长三角区域主题专项旅游产品，充

分体现长三角一体化概念，以满足不

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为目标，

向广大文化和旅游爱好者充分展示

长三角的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深化

四地联动，共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

云波表示，此次发布的专项旅游产品

文旅融合特色凸显，在推动长三角文

旅一体化新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下一步，安徽文旅将继续与长

三角兄弟省市在产业发展、资源开

发、营销推广、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

不断深化合作，强化协作，共创佳作，

携手把长三角区域文旅品牌推向全

世界。 （据《光明日报》）

北京239家实体书店
获近亿扶持金

近日，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局透露：

239家北京实体书店获得2019年度实

体书店项目扶持，扶持资金近1亿元。

其中重点扶持特色书店85家、最美书

店10家、最具影响力书店2家。

北京今年制定了实体书店社会效

益评价体系和标准，增加对书店社会

绩效的考核机制，并根据社会效益完

成情况给予不同额度的补贴。对经评

审认定的符合创新经营模式、实现多

业态融合发展的实体书店给予奖励，

奖励额度不超过其实际投入的30%。

此外，北京对24小时书店给予专

项补贴，14家 24小时书店得到扶持。

今年还增加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

扶持方式，对书店开展全民阅读、组

织文化活动的成本进行补贴。据悉，

北京市于 2016 年设立实体书店专项

扶持资金，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实

体书店发展的文件，为实体书店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截至今年 9 月底，北京实体书店

增加了285家，同比增长28.1%。

（据《人民日报》）

近年来，随着越
来越多的城市书房、
农家书屋、图书服务
工作站相继落成，加
之在一批“阅读推广
大使”的引领下，陕
西 省 安 康 市 汉 阴 县
逐渐形成了“阅书承
载文化、阅书启迪智
慧、阅书净化心灵”
的氛围，让地处秦巴
山 区 的 汉 阴 被 浓 浓
书 香 气 息 浸 润 和 包
围，展现出“人文汉
阴”的文化风骨。

“彩绘地中海：一座古城的
文明与幻想”展览
在四川博物院开幕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地中海是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

之一，诞生了无与伦比的瑰丽宝藏。

近日，“彩绘地中海：一座古城的文明

与幻想”展览在四川博物院开幕，同

时也拉开了四川博物院“一带一路展

览季”的序幕。

展览以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地中

海古城——帕埃斯图姆的地下考古

发掘成果为切入点，用独特的叙述角

度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讲述方式，通过

来自意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遗址公

园的 134件精美文物，梳理这座城市

的历史变迁，以彩绘展现意大利“希

腊化”时代历史，呈现 2000 年前“大

希腊”的战争与和平。展览中首次出

现的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同时代展品

13件/套，成为了展览的一大亮点，其

中包括战国的虎斑纹铜戈、错银云纹

铜方壶、云雷纹地螭蟠铜镜、兽头铜

带钩等精美青铜器。开幕式上，四川

博物院院长韦荃表示，“本次展览是

四川博物院今年继澳大利亚树皮画

展之后，与欧洲文博单位再次合作，

是不断推动展览国际化、多方文化交

流的成果。”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 2月

26日，其间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

讲座和社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