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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在洛南县新建成的刘涧社
区电影广场，一场动画电影播放完后，观
影群众杨楠说：“这个固定电影广场比以
前流动银幕的音质、画面、效果都好，特别
是 LED 屏播放‘迎国际沙滩排球赛 做文
明有礼商洛人’等标语宣传效果更好，我
娃都问在哪儿比赛、想去看比赛呢。”

近年来，洛南县以公益电影放映为载
体，积极开展“公益电影+”活动，探索农
村电影放映多元化，助力赋能乡村振兴，
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随着电视、网络快速发展，在农村看
电 影 的 人 相 对 偏 少 。 洛 南 县 结 合“ 厚 葬
薄养、天价彩礼、随礼泛滥、建房攀比”4
种陋习治理，为激励遵规守约农户，推行

“公益电影+红白喜事”，改变以往相对固

定 的 放 映 时 段 和 地 点 ，组 织 各 镇 村 将 符
合倡导标准的红白喜事信息反馈给放映
员 ，在 农 户 居 所 附 近 根 据 过 事 性 质 或 农
户选择，播放提倡赡养老人的电影《有爹
有 娘 才 有 家》、反 映 彩 礼 风 波 的 电 影《娶
媳妇》等影片 500 多场，不仅倡树文明新
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更改变了平时观
影 人 少 的 现 象 ，实 现 了 电 影 放 映 社 会 效
益最大化。

洛南县积极培育“公益电影+节会惠
民”，围绕县委、县政府开展的“洛味缘”年
货节、仓颉文化旅游节、伶伦文化艺术节、
秦岭瓜果节、核桃节、豆腐节等节会活动，
紧贴大力发展节会经济、夜间经济步伐，
播放《金刚川》《跨过鸭绿江》等爱国主义
教育影片，助力节会聚人气增热气。共放

映 100 多场次，观影群众 3 万多人次。
完善“公益电影+主题教育”机制，洛

南县围绕文化进万家、耕地保护、节约粮
食等主题开展映前宣传，播放《农村生活
环境治理》《耕地保护公益宣传》等宣传短
片，还组织电影进景区、进校园、进军营、
进 工 地 、进 敬 老 院 、进 避 灾 安 置 点 等“ 六
进”活动，扩大电影放映覆盖面，满足不同
人群需求。其中，今年在安置点放映电影
42 场次，既缓解了安置点群众的焦虑感，
又丰富了群众文化需求。统筹党建与观
影活动，组织干部群众观看电影《我们的
七月》《申纪兰》，让大家追忆峥嵘岁月，牢
记初心使命，坚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
的意志，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动力。

结 合“ 全 能 王 ”全 国 钓 鱼 锦 标 赛 、全

国 U19 排 球 锦 标 赛 和 沙 排 U19 世 锦 赛 ，
洛南县谋划“公益电影+赛事宣传”方式，
开 展“ 喜 迎 体 育 盛 事·推 动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体 育 竞 技 类 影 片 放 映 活 动 ，挑 选《夺
冠》《顺 子 加 油》等 一 批 弘 扬 中 华 体 育 精
神 的 影 片 ，组 织 迎 排 球 盛 会 主 题 放 映 活
动 ，播 放 247 场 次 ，观 众 2 万 多 人 次 。 通
过 延 伸 服 务 领 域 ，让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与 体
育 竞 技 赛 事 氛 围 营 造 工 作 有 机 结 合 起
来，推动赛事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持续
繁荣群众文体生活。

洛南县通过“公益电影+”探索，不仅
为群众送去电影大餐，还以公益电影为载
体，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繁荣了
乡村电影文化，把公益电影的“小银幕”打
造成了服务群众的“大舞台”。

“公益电影+”为洛南群众文化生活“加餐”
本报通讯员 张 方 孙建宁

设 计 精 巧 的 建 筑 、温 馨 舒 适 的 阅 读
环境、丰富多样的藏书，这就是商洛的城
市书屋。

对商洛人来说，城市书屋在生活中虽然
出现得比较晚，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几
年，随着商洛城市化进程加快，不断“上新”
的文化新场景中，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图书
馆、公园书吧、社区书屋、景区书屋……成为
点缀在商洛大地新的文化符号，成为群众家
门口的“精神粮仓”。

读书，是一个城市最生动的剪影。
8 月 16 日早上 8 时，柔和的阳光穿过

落地玻璃墙，位于商州区南秦河生态公园
的城市书屋迎来了第一批读者。书架选
书、桌前坐定……书房内沙沙的翻书声，让
市民张晓兰和她 12 岁的女儿不由得放轻
了脚步。书房位于公园一隅，读者抬眼便
可欣赏窗外风景。

商州区文旅局副局长张晓平介绍，南秦
河生态公园是商州中心城区唯一一个实现
智能化管理的高品质休闲公园，去年建成开
放。公园不仅嵌入了科技化的健身设施，还
配套建设了休闲书吧和茶室。市民可以在
这里看一本书，喝一杯茶，享受悠闲惬意的
慢生活。

“相比传统阅读空间，城市书房距离社

区近、服务时间长、书籍内容新。”张晓平说。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中心城区东门户区

的东龙山公园，这里属于城乡接壤地，离市
区相对偏远一些。公园里文化地标龙山双
塔历经 400 多年风雨依旧傲然耸立。站在
南塔遗址平台远眺，阳光草坪、星空座椅、休
闲书吧等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阶梯、广
场串联起历史遗迹和现代都市风光。

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
一体的公园里看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市民苏丽红给出了答案。

“东龙山公园不但环境好，而且书吧里面
冬暖夏凉。假期带孩子在这儿阅读，是非常
有氛围的。”苏丽红说，她住在附近的小区，离
市中心图书馆比较远，公园书吧建成后，周末
或长假她都会带孩子来这看书、运动。

在 书 吧 里 ，墙 面 上 有 倡 导 阅 读 的 标
语，可供大人小孩选择的书本很多。书吧
还提供免费热水等服务，细致的服务不但
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也提升了外地游客
的体验感。

苏丽红讲述，以前东龙山公园周边房屋
高低不齐，周边环境“脏乱差”。去年，政府
实施了东门户区提升改造项目，拆除违建临
建、拆出空闲土地，改造提升了公园环境。
如今住在这里文化、娱乐、健身等设施样样

都有，不比市中心差。
一座城市书屋，一座精神粮仓。
张晓平介绍，为不断延伸拓展公共阅读

空间，这几年，商州区不断整合拓展城乡各
类公共空间资源，已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22 个。区文化馆、图书馆及 16 个分馆、12
个城市书房、书吧等一批标志性公共文化设
施建成并对外免费开放，并完善了活动室、
图书室、阅览室、棋牌室、多功能厅的配套服
务职能，为分馆和基层服务点配置了图书、
电脑等文化服务设施。

“为打造更高品质的阅读空间，这几年
政府还加大与社会力量合作，新开办 13 个
社会化新型文化空间。”张晓平说，在各方力
量推动下，今年 4 月，商洛首家集阅读学习、
人文艺术、家庭教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多
文化体验书店——樊登书店正式开业。

樊登书店位于商洛地标性建筑秦岭博
物馆内，占地面积约 190 平方米，藏书 2 万
册以上。

据书店工作人员介绍，樊登书店内设有
视听阅读区、咖啡体验区、非遗文化展示区、
国风文化体验区、休闲阅读区等九大功能
区。宽敞的空间、温馨的布置、独特的地理
位置，被网友们称之为商洛“最美书店”，也
是游人来商洛不容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连日酷热，来樊登书店看书的市民络
绎不绝。

“我下学期准备考研，比起家里，书店的
学习氛围更浓。坐在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大
学自习室的感觉，在这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大家
一起朝目标前
进，我感觉很
有动力。”宋小
涛假期每天都
会定点到书店
学习，她的目
标院校是陕西
师范大学。

随着时代
的发展，市民
的阅读需求也
在不断发生变
化。如今，阅
读与书屋的定
义早已有了大
幅拓展延伸。

8 月 15
日，记者来到

中心广场书香商洛“城市书房”，少儿阅览
区、成人阅览区和自助借还区一览无余。
与传统图书馆不一样的是，这里安装了智
能化的借还一体机、自助还书箱，广大市民
只需身份证、读者证刷卡即可进馆免费阅
览、借还图书等，书房提供阅览座席 50 多
个，容纳藏书万余册，全年实行无人值守免
费对外开放。

市民谢宁宁说：“这里的装修很温馨，
借书也比较方便，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带书
回家看。”

据悉，“城市书房”是市图书馆的一个分
馆，与市图书馆主馆实行通借通还，一卡借
阅，借还图书可通过电脑借还系统自助完
成。“城市书房”除了为市民提供优质的阅读
环境外，还组织各类小型文化活动，为市民
提供文化交流平台，有效弥补我市公共图书
馆在服务时间和地域上的不足。

在当下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智慧书
房将应运而生，为市民带来更加便捷的阅
读体验。

“目前，我们已建立覆盖全区的图书馆
智慧服务和管理架构，提升数字文化馆网络
化、智能化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
云等平台的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功能；大力推
广‘线上和线下、馆内和馆外、请进来走出去
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拓展阅读服务空间。”
张晓平说。

在繁华市区，在公园里，或在工业园
区……一店一景、别具一格的城市书屋，
正成为商洛新的文化风景。

建设城市书屋 温暖一座城市
本报记者 张 英

近年来，镇安县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文化
服务，加强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的建设和发展，不断丰富文化供给，满足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镇安的整体软实
力和吸引力。

8 月 21 日，走进镇安县文化馆，可以看
到馆内陈列的非遗作品种类繁多，涵盖了传

统技艺、传统美术、民俗活动等领域。镇安
泥塑、镇安剪纸、镇安渔鼓等具有地方特色
的非遗项目吸引着市民的目光。

公共文化场馆是承载历史文明、传播优
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
载体和阵地。镇安县文化馆作为当地文化
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展示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遗产与艺术创
作。为了让市民和
游客了解更多非遗
作品背后的故事，
镇安县文化馆还通
过举办各类展览与
活动，持续丰富群
众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促进文化传承
与发展。

镇安县文化馆
馆长李小红介绍，
镇安县文化馆为国
家级三级馆，常年
免费开放，举办各

类培训、讲座、展览，挖掘、整理、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场馆的显眼位置设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城市创建等宣传区域，
设立了无障碍通道，在大厅设志愿服务点，
有志愿者为群众提供服务。

非遗作品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馆的图
书让人了解世界。

8 月 22 日，在镇安县图书馆里，书架上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从古典文学到现代
科技，从历史哲学到艺术美学，不仅包含了
广泛的知识领域，还特别注重地方文献的收
集与保存。整个图书馆内，只有偶尔翻动书
页的“沙沙”声，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
书籍进行着心灵的交流和碰撞。

市民朱春磊说：“我对镇安的文化类书
籍非常感兴趣，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镇安的传统文化，让我对镇安
的历史和民俗有了全新的认识。”

镇安县图书馆馆长李冬介绍，镇安县
图书馆面积 1104 平方米，藏书 5 万余册，
对外免费开放，向市民提供了“永不关闭
的大书房”。在图书馆显眼位置展示社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镇 安 文 明 有 礼 二 十 八
条、道德模范事迹等，努力创造良好的读
书环境，并为视力障碍人士提供专业阅览
设备及书刊。每年组织开展“全民阅读，
书香镇安”活动百余场次。

镇安县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以来，不断加
快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配套创文公益宣
传牌，在显眼位置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通过公益广告、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
文化氛围。

镇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演根表
示，镇安县文旅局以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为
契机，大力提升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免
费开放服务水平，组织开展“周周有戏看”
群众性文化惠民演出、全民艺术普及、“书
香浸润童心·阅读改变未来”读书实践、全
民阅读、非遗进景区等活动，持续擦亮“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 ”“ 中 国 花 鼓 之 乡 ”

“陕西省非遗特色示范县”品牌，更好满足
全县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朋友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大力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

镇安 丰富文化供给 提升县域软实力
本报通讯员 童和平 夏泽梅

假期假期，，众多市民在众多市民在我市首家智能化城市书房我市首家智能化城市书房———位于商州区中—位于商州区中
心广场的心广场的书香商洛书香商洛““城市书房城市书房””享受阅读时光享受阅读时光。。

志愿者尹晨志愿者尹晨（（左左））给游客介绍非遗作品给游客介绍非遗作品

傍晚时分傍晚时分，，南秦河生态公园书吧依然灯火通南秦河生态公园书吧依然灯火通
明明，，市民沉浸在各自喜爱的书籍中市民沉浸在各自喜爱的书籍中。。

周刚同志将他收集
到的200多份民间家藏
契约文书，整理装订成
册，送我一阅。它的录
文、校勘、注释、钤印释
文都很精到，图文对照
的版面也非常美观。我
用了几天时间认真批阅
了一遍，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感谢周刚同
志，他在商洛挖掘整理
民间契约文书史料方
面 ，发 出 了 第 一 声 呐
喊，作出了示范。我知
道，他的专业是数学科
班出身，但他却是一位
文史爱好者。20 世纪
80 年代，他写现代诗，
在商洛率先组建诗社、
油印诗刊、出版诗集，
引领当时的商洛现代
诗创作，推动商洛诗歌
观念的嬗变；他编印的
现代诗集《荒街上的四
色猫》出版后，在当时
的商洛诗坛引起较大
反响，在当时的陕西诗
坛乃至全国诗坛也都
产生了一定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之
后，他一直热心参与地
方文化、党史、方志及个
人文集的编辑、装帧设
计与出版工作。近 20
年来，他参与了民国《续
修商县志稿》这部大书
的校点整理与出版；整
理了他祖父周宪章先生
的民国遗稿，并将这一
珍稀史料厘为《民国时
期商县西南地区乡村社
会掠影》出版；他还对商
洛第一部志书——明代
嘉 靖 三 十 一 年（公 元
1552年）编修的《商略·
商南县集》进行了初步
点校整理。这些“点化
秘籍”的工作，为地方存
史与地方历史的研究作
出了贡献，受到了文史
同道的肯定与称赞。

两年前，他就告诉
我，他收集了一些乡村
家族的家藏契约文书，
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
督促他不要轻视民间的
这些东西，应妥为保存，
尽早整理出来，贡献于
社会。但是没想到的
是，这次结集的契约文
书竟有这么多，而种类又这么丰富。

此事对我来说，也有一些前因。1992 年秋
天，《人民日报》的领导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了一
次新闻业务研讨会，我作为《商洛日报》总编辑应
邀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黄山日报》的总编辑张
犁同志邀请去他办公室品茶。在他办公室，我看
到他参与主编的《徽商史话》一书，其中讲到该书
的大量史料，就是来自他们收集的徽州民间书信、
家藏契约、商号账簿等等。此事引起我对民间文
书的关注，意识到民间珍藏的契约文书、往来书
信、账簿账单等，可能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史料矿
藏，甚至是一座“富矿”。不期然，近几年不断从新
闻报道和学术界的信息中获悉，国家在复兴传统
文化的过程中，已将挖掘整理民间遗存的往来书
信、私人日记、金石碑铭、契约文书、账簿账单、税
单票据、诉状判词、官府告示、纳粮执照、鱼鳞图
册、风水书、清白书、婚书等，作为重大历史研究课
题，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安徽、贵州、广东、福建、
江西、江苏等南方各省和北方的山西等省，已成立
专门机构，投入大量经费，组织专业人员和高校师
生深入乡村田野，对其进行普查与收集，并成规
模、成“建制”地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民间史料文
集，成果丰硕，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赞许和学界的高
度肯定。

有鉴于此，我对于周刚同志收藏的部分商州
民间契约文书也特别在心。现在，看到他精心点
校整理的这部《商州乡村家族契约》，由商州区政
协列入“商州文史资料”，并作为重点“文史专辑”
予以出版，感到特别高兴！在此，也对商州区政协
领导和文史委同志的敏见卓识，表示由衷地赞赏
与感谢！

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自身历史的记述，五
千年文明史不曾中断，著称于世的“二十五史”独
步世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二十五史”记
载的却多是帝王将相的史绩，底层民众、普通百姓
的生存声息、生活情境于史册中甚少。因此，许多
前贤不无遗憾地说：“二十五史”不过是帝王将相
的“家谱”而已。也因此，广泛深入地挖掘整理民
间遗存的各类契约文书、村志族谱、往来书信、商
号账簿、家庭账单、各类票据以及私人日记、红白
事礼单等，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俗话说：“千年墨水会说话。”这些民间文书史
料，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社会底层
人际关系、民俗风情、文化氛围、社会演进、宗教信
仰等乡村社会状况的最真实、最鲜活的记载。“以
史为鉴知兴替”，这些史料作为民间文献，对于我
们总结历史经验，研究过往历史，做好乡村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文化部
门、政协的文史委，如果能够充分重视此项工作，
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为丰硕的民间史料
成果，将为丰富“文化商州”“历史商州”乃至“文化
商洛”“历史商洛”的内涵提供更多的史料与文献
支撑，也将会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现实工作，提供
更多的借鉴和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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