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式：雅杰

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责编：张珍珍 组版：刘花 校对：崔渼 镇东4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文 化]

资产一：
位于商州区沙河子亚迪商厦，商业用途，土地使用

面 积 为 34.22 亩 。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三 层 混 合 结 构
10237.98平方米。

资产二：
位于商丹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工业用途。土地

使用面积 56.02 亩。筑物面积为 28820 平方米，1 栋办
公楼和 6栋工业厂房。

招商详情：拟整体招租10年或分别招租，价格面议。
报名地址：商洛高新区管委会办公楼 1409室
报名截止日期：2024年 5月 10日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3992424199

商洛高新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招租公告

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商洛市生态环境局 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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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充满书香，用文化展现魅力。近年
来，我市不断加大“书香商洛”建设，拓展延伸
公共阅读空间，全面加强城乡书屋建设，让阅
读抵达更广阔的人群。如今，我市社区书屋、
农家书屋、景区书屋、职工书屋、校园图书馆如
星罗棋布，全市城区已实现“15分钟阅读圈”，
城乡实现书屋全覆盖。

近日，记者走进商州高规格书店、社区
书屋、学校图书馆、景区书屋等地，切身感受
我市文化阵地建设的力度和温度，感受到阅
读的魅力。

4月19日，我市首家集阅读学习、人文艺
术、休闲、家庭教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多元体
验书店——樊登书店正式开业，吸引大量市民
前来参观、阅读。樊登书店位于商洛地标性建
筑秦岭博物馆内，成为商洛市民阅读学习及交
流的新空间。

春深日暖，书香氤氲。5月2日，记者来到
樊登书店，室内宽敞明亮，布置温馨，厚重的玻
璃窗将外界噪声隔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幽雅
宁静的阅读港湾，三五成群的人们或坐或站，
沉浸在各自喜爱的书籍中。

樊登书店面积约 1900平方米，藏书 2万

册以上。
在 书 店 走
一圈，可以看
到视听阅读区、
咖啡体验区、美食
文化体验区、商洛茶客
厅、在地文化体验区、非遗文
化展示区、国风文化体验区、休闲阅读区、沙龙
活动区九大功能区，从设计、布局、陈列、运营
端都充分融合商洛自有文化属性，大大提升城
市的文化调性。

当天，带孩子来看书的家长非常多。
家住附近的叶先生说：“这里环境好，离家
近，假期带娃在这儿感受读书的氛围。在
书店看书和在家里看书，感觉上还是不一
样。家门口有个书店，孩子假期都有地方
去了，这里书籍种类多，大人也可以静下心
来看看书。”

“樊登书店以‘倡导全民阅读，培育精品
文化产业链，打造市民第三生活空间’为经
营理念，助力‘书香商洛’建设，未来还会举
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享受阅读
的同时，深度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樊登书

店创始人、西安樊登品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宁说。

全民阅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
一种精神追求。如今，我市从城市到乡村，从
校园到社区，书香的气息正在悄然弥漫，图书
馆成了人们的精神家园。

走进有着“三秦最美公共阅读空间”的商
州区城关街道名人街社区书屋，只见一排排整
齐的书架倚墙而立、书籍摆放有序，大人孩子
聚在一起，认真挑选阅读，并相互推荐，悄声交
流心得体会。

“我好喜欢这个书屋，在小区玩累了，就来
这里安安静静地看看书。”前来看书的

小学生杨紫涵说。
据社区书屋工作人员介

绍，书屋全年开放，每个周
末，会针对学龄儿童开设
“渔歌子约读书会”等各

种活动，培养孩子读书
的习惯，为孩子们营
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随着时代发展，
市民的读书需求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城区图

书馆采取‘线上和线下，
馆内与馆外，请进来与走

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不断
拓展阅读服务空间，优化整合

各类社会资源，培养全民阅读兴趣，
提升阅读能力和水平。”商州区图书馆副

馆长辛卫江说。
建设“书香商洛”，离不开“书香校园”建

设。推进全民阅读，青少年是重中之重。
在商州区高级中学，走进宽敞明亮的图书

馆，阵阵书香扑面而来。据悉，该图书馆建于
2020年，占地面积 2420平方米，内设大型书
柜22个、七层书架159个，内存各类纸质图书
共12万册。电子阅览室有48台阅览平板机，
镜像电子图书资源2万册，在线图书资源5万
种，云端有声读物5000集。图书馆内配套齐
全，硬件设施先进，网络、监控全覆盖，为师生
借阅学习提供有力保障。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阅读习惯，尤其是
‘双减’后，学校通过各类特色品牌活动，让学
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引
导激励广大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商州区高级中学工作人员马新介绍，为引导
激励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学校通过
在微信公众号开辟《观天下时事动态，听龙山
少年‘新’语》专栏，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大事和
社会发展；开展龙山论坛，让百年文化精神始
终充盈着师生内心世界，形成了师生独有的
精神印记和文化自信；开展研学活动，让学生

“学有所获、行有所悟”。建立“书香班级”“书
香家庭”“阅读之星”等系列评价制度，共同创
建“书香校园”。

截至目前，该校有数百名学生获得“阅读
之星”称号，10多个班级获得“书香班级”称号，
50多个学生家庭获得“书香家庭”称号。同时，
学校建设展示平台，指导学生进行各种文学创
作，展示阅读感受与写作成果。2023年，商州
区高级中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书香校园”，也是我市唯一入选的学校。
春末夏初，商洛的公园、景区花香四溢、杨

柳依依。在游玩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公园
不仅建得越来越美，很多文化书屋也被嵌入到
各大公园、景区内，让读者在休闲中阅读、在阅
读中休闲。

在公园里阅读是一种什么体验？“在这里
读书养心又养眼。”在城区南秦河生态公园，游
客李女士在休息之余，走进公园书吧，随手拿
起一本书，认真地翻阅起来。她说，如今的商
州建设得越来越有品位了，在家门口就能感受
到“诗与远方”。近期，商州将为公园书屋补充
更新书籍，满足市民更多的阅读需求。

一个有魅力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散发着书
香的城市。商洛的山水享誉全国，满城书香让
这里更加有温度。

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晓平介绍，
这几年商州围绕提升中国康养之都的文化内
涵，多维度打造阅读场景、多层次举办阅读活
动，充分发挥38个开放式、沉浸式全环境“阅
读场”以及 16个图书分馆、18个镇（街道）级
图书室、288个农家书屋的作用，用心营造最
美阅读空间，打造百姓“悦”读好去处。

今年，商州将实施书香商州十大行动，举
办“跟着古诗游商州”等阅读推广活动，以书香
涵养文明，用阅读引领风尚，靠万卷智慧开创
发展新局，全面提升康养之都文化软实力，为
加快建设中国康养之都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文化滋养和精神力量，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
到文化商州的独特魅力。

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 打造全民打造全民““悦悦””读好去处读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 英

4 月 24 日 19 时，在山阳县银
花镇梅子沟村文化广场，落日的余
晖洒在周唐的脸上，他侧着脸看了
一下刚架设好的电影幕布，整齐、
标准。随后，他拧开了放映机的音
响开关。

“乡亲们，公益电影来到咱们村，
今晚放映电影《征迁》《烈日灼心》，
还有教育片《农家储粮技术》，影片
感人又好看，大家不见不散。”这是
周唐自己录制的“广告”，浓重的山
阳口音响彻整个村落。不一会儿，
广场上陆续坐满了前来观影的群众。

夜幕降临，村民三五成群，或站
或坐，沉浸在影片中，一派惬意和谐
的场景。“现在生活好了，家家都有
电视，通过手机也能看电影，可我们
还是怀念小时候和大家坐在一起看
露天电影的感觉。”村民王长海说，

“大家在一起看电影、拉家常，关系
也亲近了。”

露天电影曾是一代人的童年记
忆，周唐是山阳县庞大放映员队伍
中的一员。这些“文艺轻骑兵”载着
放映机，将电影送到基层，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们用“光影”的形式服务群众、传播
文化，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群众的幸福“加码”。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也在不断挖掘新功能、新空间，
用“光影”讲述乡土感人故事，传达
党的方针政策，让更多村民在劳作
之余感知文化魅力。

“在影片选取上，我们会考虑各
个村的村情实际分类选片。”山阳县
电影放映中心主任武斌说，比如中
村镇空心挂面、八仙鼓、社火等非遗
文化做得比较好，就选取一些国内
优秀非遗题材影片；在法官镇，侧重
将公益电影放映服务活动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宣传
新时代文明实践成果和典型案例；在高坝店镇、城关街道等地，
利用放映前的间隙，多次开展农业科技、草莓种植技术、疾病
预防常识等相关宣传，将农业技术和医疗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近年来，山阳县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作为加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探索创新“公益电影＋”模式，宣
传党的政策、科学理论、法律法规等，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延伸放映服务，不断丰富群众夜间
文化生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夜生活理念，着力将公益电
影‘小屏幕’打造成文明实践推广‘大舞台’。”山阳县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徐世旺说。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十分活跃，一大
批正能量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持续点亮乡村文化生活。

截至目前，山阳县11个公益电影放映队深入全县245个
村（社区）放映《烈日灼心》《万里归途》等公益电影 635场，放
映《小摩托引发大事故》《农家储量技术》《吃人的井》等科教片
326场，开展农业技术、医保政策、环境治理、移风易俗等有关
内容映前宣讲 200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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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龙山公园书吧内东龙山公园书吧内，，
读书的人络绎不绝读书的人络绎不绝。。

樊登书店设施齐全樊登书店设施齐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幽雅宁静的阅读港湾幽雅宁静的阅读港湾。。

▷“五一”假期，洛南县保安镇举办了农耕文化展演。打谷子、锄地、点麦等农耕场景展示
了劳动人民勤劳淳朴的精神，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大家在观看展演的同时欣赏田园美
景、品尝当地美食，得到了良好的旅游体验。 （本报通讯员 杨 帆 摄）

◁5月2日，丹凤县棣花古镇的实景演艺《棣花印象·宋金往事》
深受游客欢迎。该演艺将影视表演、马术特技、武术打斗、爆破特
效、民间民俗、观众互动融为一体，为观众打造惊奇、刺激、温馨、振
奋、感动的观赏效果，给游客在旅行中留下美好的棣花印象。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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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南县富水镇富水街社区，活跃着一支由退休教师、

社区医生、文艺爱好者等10多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力
所能及帮助社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支队伍就是由
董海鸥带领的“董大姐工作室”志愿者团队。

董海鸥原是商南县城关希望小学教师，退休后于 2021
年 3月始任商南县富水镇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她竭尽所能，
把老干部党支部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所在党支部 2022年
被评为陕西省“五好老干部党支部”。

为了创新方式为民服务、延伸服务触角，董海鸥成立了“董
大姐工作室”，在富水街社区组建服务团队，扎实开展医疗援
助、红娘鹊桥、文艺宣传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工作室的成员发挥各自特长做些为民服务的“小事”。
韩复兴是县法院退休干部，矛盾调解经验丰富，成为董大姐

“麾下”的“金牌调解员”。村医董光丽成了医疗援助的“主力
军”。董海鸥本人是文艺骨干，文艺表演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经常性地组织群众跳广场舞、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尽心
尽力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她也是群众的“知心大
姐”，群众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交流，她也十分愿意倾听群众
的心声，乐于与大家谈心交流。社区有一对夫妻因一些琐碎
小事发生矛盾，谁也不服谁，最终离了婚。她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和“金牌调解员”一起多次做夫妻双方的工作，最终帮
二人解开了心头“疙瘩”，于去年11月成功复婚。

“董大姐工作室”自 2023 年 1 月份成立以来，累计组织
群众文化活动 23场次，开展医疗援助 8场次，帮助 5对新人
走进婚姻殿堂，开展矛盾调解 21 次，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5
个，解决群众其他生活困难 2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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