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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读一本好书，享一段时光，惬
意而温馨。2022年以来，安徽省池州市积极构
建“书香池州”全民阅读服务体系，精心打造

“15分钟阅读圈”，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文化
获得感。

扎实推进
建成15个城市阅读空间

2022年12月16日上午，笔者走进贵池区
池阳街道清风社区阅读空间，举目望去，书架
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屋内配有空
调、自助借阅机等设施。上午10时许，阅读空
间内已坐了许多读者。

“以前去图书馆或者新华书店要跑很远，
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现在家门口有了这样一
个就近阅读学习的好地方，真好！”家住主城区
君悦玺园小区的居民张卉告诉笔者，自己十分
喜爱读书，自从有了阅读空间，每天都会抽空
来看会儿书再回家。据清风社区党委副书记章
钱瑶介绍，目前清风社区阅读空间有各类书籍
5778册，基本能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

“15分钟阅读圈”建设是安徽省2022年

实施的 20项民生实事之一。去年，池州市加
快推进“15分钟阅读圈”民生实事落地惠民，
截至目前在全市范围建成城市阅读空间 15
个，预计到2025年底，将实现所有城市社区
全覆盖。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15分钟阅读圈”建设
任务，池州市成立了“15分钟阅读圈”民生实事
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了《池州市“15分钟阅读
圈”建设实施方案》等，通过制定工作清单，细
化工作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全力推进“15分钟
阅读圈”民生实事任务落地落细。

智慧便捷
35万册图书通借通还

走进贵池区里山街道阅读空间，一整面
“有声图书墙”映入眼帘，市民只要拿出手机扫
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能够自主选择读物进行
有声学习。

“听书这种方式让像我一样识字少的村民
也可以无障碍阅读，现在，只要带着手机，就能
随时随地进入‘有声图书馆’，读到自己喜欢的
书。”刚体验完“有声图书”的村民朱双林表示，

“有声图书馆”书籍种类丰富，既可以听到党的
政策，又可以学习农业技术，十分实用。

2022年，池州以池州市数字图书馆为基
础，采购数字资源库8个，配备移动电子书借
阅机5台，搭建数字资源远程访问系统，通过
科技手段进行移动网点布局，分别在贵池区
南湖社区、池口社区等地创新建设“有声图
书墙”。

日前，笔者来到位于九华山风景区九华
镇祇民社区的阅读空间，看到市民陶善文正
在自助借阅机上自助还书。“从青阳县城阅
读空间借阅出的图书，能带回老家看，并在
家门口还回，打破了空间局限，太便捷了。”
陶善文说。

据悉，池州市为15个阅读空间点位搭建图
书智能化管理系统，与市、县公共图书馆实现
互联互通，实现全市35万册图书通借通还。

一点一品
百余场活动吸引百万人次参与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恐龙豌豆的烦恼
是什么吗？”日前，在东至县尧渡镇“15分钟

阅读圈”项目所在地——东至县图书馆，20
余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参加亲子绘本阅
读活动。

“除了为群众提供便利的阅读场所之外，
我们还经常举办讲座、培训、展览、阅读推广等
活动，拓展全民阅读覆盖面和参与度。”东至县
图书馆馆长徐世庆说，2022年，该馆举办各类
活动10余场，5000余人次参与。

东至县图书馆组织开展系列品牌活动，是
池州市推动全民阅读的生动缩影。池州立足15
个建设点位现有条件、结合当地特色文化、辖
区主要服务群体等，有针对性指导阅读空间点
位打磨设计方案，精准施策，做到一个“15分钟
阅读圈”点位一个品牌，打造“一点一品”。其
中，市图书馆打造的“品读经典·声传华章”朗
读大赛、“小小图书管理员”等全民阅读品牌深
受群众喜爱。

与此同时，池州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新
时代乡村阅读季等线上线下全民阅读品牌活
动，坚持以活动促人气，以人气带阅读，形成

“月月有活动、处处有书香、人人可参与”的良
好氛围。2022年度池州市阅读空间累计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126场次，参与群众121万人次。

安徽省池州市：
“15分钟阅读圈”让居民尽享书香

徐婷

不久前，山西平遥古城经抢险修缮后
再次对游人开放。2021 年，山西遭遇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强秋汛，古城墙受到不同程度
损坏。目前，城墙内墙已完成全面排险，之
前坍塌或夯土滑落的部分已恢复原状，高
大恢弘的墙体美观坚固，防水性能也得到
了提升。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必然要求，是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
之魂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考察调研时来到平遥古城，强调“要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
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富集的省份，山西近
年来不断擦亮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等
世界文化遗产名片，同时加大对各级别文物
的保护力度，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稳步迈
上新台阶。

保护文化遗产要坚持修旧如旧，注重文
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也要着眼长远，
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此番平遥古城墙修
缮，采用了延续近千年的传统工艺“桢干筑墙
法”，尽可能保持古城墙原始风貌；设计施工
时，对夯土原料的选取、加工工艺等有严格要

求，提高了城墙的防水性能。切实加大保护力
度，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健全
长效机制，才能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历经岁月
变迁而风采依然。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要善于运用现代科
技力量，提高保护水平。自2019年“智慧国博”
建设启动以来，国家博物馆利用先进的高精
度三维扫描设备、精准的纹理映射算法，实现
对文物的三维建模，为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
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长江口二号沉船考
古中，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交通运输部上海打
捞局集成了当前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
线、设备制造，研究并形成了世界首创的“弧
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最大限度保
证了古船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科技强则文保
强，科技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养专业人才
队伍十分关键。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需要有
高深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专家型人才，也需要
面向大众、立足于公共传播的普及型人才，还
需要一支高水平的志愿者队伍，在公众与文
化遗产之间搭建传递知识与美的桥梁。对大

学等教育机构而言，要通过开设古建筑测绘
等特色课程、增加专业实践时间，有针对性地
培养基层一线所急需的文保人才。对各级文
保部门而言，引进人才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
在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让
更多年轻人成为文物守护者。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
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
于子孙后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满怀敬畏文化之心，筑牢
文物安全底线，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
古城保护等各项工作，谋长远之道、下绣花功
夫，定能不断增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使
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进入了腊月以后，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
都准备包黏豆包了。黏豆包在家乡不仅仅是
一种食品，还是拉开年味的序曲。

黏豆包由大黄米面或糯米面等与红豆馅
儿包制而成，是一种软糯细腻、香甜筋道的美
食，有着美好的寓意。物资匮乏的年代，黏豆
包是快过年了和正月才能吃到的稀罕物，和
馒头一样，都是要发面上锅蒸，而发面的“发”
寓意“发财”“发家”，“蒸”象征着“蒸蒸日上”，

“黏”又和“年”谐音，每次黏豆包出锅时，大家
都会说“好黏好黏”，象征着一年的好兆头。

我对儿时包黏豆包的场景记忆犹新，那
是每个家庭的一个“大工程”，因为每家每户
都要包上几十斤米的黏豆包，而且工序繁琐，
常常要每个家庭成员相互配合，共同完成。

我们家是母亲把大黄米淘洗干净，控干，
拿到磨米厂磨成粉，再按照比例往大黄米面
里加点玉米面，然后用热水和面，放到温热的
炕上自然发酵，当有微微酸味时，面就发好
了。发面的同时，母亲会把做馅儿的红芸豆洗
好用水泡上，然后放到锅里烀熟。这时，我们
小孩子就派上用场了，母亲会让我们拿着勺
子，把烀熟的豆子捣成泥状，然后做成一个个
紧实的小团子，放到盆里备用。发好的面揉
匀，母亲和奶奶就开始包黏豆包了：揪一坨面
放到手心里按扁，放入豆馅儿，一点点收口，
做成一端浑圆一端有平坦底座的圆柱，在底
座上垫上洗泡剪裁好的玉米叶或苏子叶，黏
豆包就包好了。包好的黏豆包紧密地摆在添
了水的大锅的蒸帘上，盖紧锅盖，哥哥负责烧
火添柴把锅烧开，开锅大概十多分钟，撤火捂
一会儿，黏豆包就蒸好了。

掀开锅盖，香气撩人，蒸好的黏豆包在雾
气下清一色金黄闪亮，挺着圆圆的小光头，甚
是可爱。当母亲把一个个金灿灿、光亮亮、圆
鼓鼓的黏豆包端上桌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
地夹起黏豆包蘸点白糖放进嘴里，那特有的
筋道柔滑的口感，真是满口香甜。就着母亲做
的热汤菜一起吃，在冰天雪地的冬日，常常吃
得我们额头沁出点点汗珠，通身舒畅，久久不
愿放下筷子。

小时候，黏豆包不仅是冬日里餐桌上的
美味，也是我们孩子宠爱的零食，在冰天雪地
里玩耍的我们，手里捧着一个冰冻的黏豆包
一口一个牙印地啃食，当啃到馅儿的时候，冰
冰凉、甜丝丝的，那幸福的感觉，丝毫不亚于
现在孩子吃冰淇淋的快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黏豆包早已是家
乡餐桌上的平常物了，但无论何时，黏豆包都
是我们最喜欢的食品，也是一种团圆喜庆的
象征，一种幸福的回忆，是浓浓的年味儿。

绵阳市涪城区
非遗文化推动文创市场发展

本报讯（涪宣）2022年以来，四川省绵阳
市涪城区通过政策支持、活动举办、市场开拓
等举措，将非遗文化渗透至文创产品设计的各
个方面，借助非遗文化推动文创市场发展，激
发文创产品内在活力。

政策支持发力。聚焦文化人才、文明乡风、
非遗传承保护等7个重点方面，出台全面推进
乡村文化振兴措施7条，鼓励非遗项目和传承
人评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
传承人，对获评项目和传承人分别给予奖补
20万元、10万元、5万元。近期，传统音乐四川
吟诵“绵州吟诵”、传统舞蹈舞狮“金峰雄狮”分
别入选第六批省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
展名单。

活动举办发力。联合市广播电视台，举办
“寻找最美非遗·涪城专场”、看（听）川剧等活
动，建立优质省市级非遗项目传帮带机制，每
年集中开展新非遗项目挖掘、申报和专题培
训，新征集区级非遗项目18项。推出“我们的
节日”系列非遗文创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视频号、电视媒体等媒介，加大推广宣传非遗
力度，持续扩大“古驿金狮耀绵州”“天青苑川
剧”等非遗项目影响力。

市场开拓发力。积极搭建文化产业合作
平台，提高市场竞争力，帮助蜀派古琴等艺术
类非遗项目与苏派古琴达成合作意向，组织
优秀非遗项目参加“在宽窄巷子遇见绵阳”文
旅推广活动、“绵品出川”系列活动，推动炳林
毛笔、绵州拼布、鑫田粮艺等涪城特色文创产
品走向沿海发达地区，炳林毛笔订单金额超
300万元。

2023年遂宁市
春节联欢晚会精彩上演

本报讯（杨柳）欢歌庆盛世，卯兔迎春来。1
月8日晚上8点，以“启航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的2023年四川省遂宁市春节联欢晚会
在市民中心举行。

2023年遂宁市春节联欢晚会由中共遂宁
市委、遂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
政法委、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遂宁发展集团、遂宁兴业集团、遂宁传媒
集团承办，整场晚会采取电视和网络同步直播
的方式进行。

晚会在喜庆的歌伴舞《遂州幸福年》中拉
开序幕。音舞诗画《我们这十年》将遂宁这十年
的成就通过音乐、舞蹈、朗诵、视频共同呈现，
展示了遂宁跨越发展的丰硕成果；以非遗传承
为主题的原创戏歌节目《入戏》，展示了遂宁川
剧的各项成就……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精彩纷
呈，21个节目汇聚众多“遂宁元素”，涵盖歌
舞、小品、快板、杂技等多个类别，充分展现了
遂宁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面貌。

本届春晚还邀请了全市优秀党员代表、全
市优秀教师代表、遂州英才代表、道德模范代
表、感动遂宁人物代表来到现场，为全市人民
送上新年祝福。与往届春晚不同的是，本次春
晚还在安居区、射洪市设置了分会场。据了解，
遂宁春晚自2014年首次举办以来，经过连续9
年的打造，已成为遂宁市重要的群众文化品牌
活动。

自贡音乐剧
《灯光里的梦想》获评
首届全国小戏小品优秀剧目

本报讯（周姝）日前，由中国戏剧文学学
会、中国文化馆协会联合主办的“戏剧中国”首
届全国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展演举行终评会，四
川省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报送
的音乐剧《灯光里的梦想》从众多申报作品中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优秀剧目，是四川省唯一
入选的小戏作品。

同时，《灯光里的梦想》编剧周竞江获评优
秀编剧（小戏类），导演易雨聲、刘为获评优秀
导演（小戏类），演员徐建梅获评潜力演员（小
戏小品类）。该作品以灯展项目的启动为故事
背景和内容线索，围绕“彩灯点亮梦想”的主
题，将地方特色与新时代思想文化号召进行艺
术化呈现。

据了解，“戏剧中国”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
常态化开展的品牌项目，旨在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群众文艺创作生产与传播，大力发
掘、培育戏剧创编人才，推动优秀剧目创作和
演出，展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冬 野 李海波 摄

不断增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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