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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付勇

本报讯 4月22日，在第28个“世
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武冈市图书馆中
央新城服务点正式挂牌，标志着武冈
市首家小区图书馆正式免费开放。小
区居民欣然前往，体验家门口便捷的
阅读生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将
工作落实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
实践活动中去，武冈市图书馆主动做
好送书上门服务工作，积极指导并赠
送了价值3万余元图书，支持中央新城
小区业委会创办该小区图书馆，为居
民们提供一个安静、方便、舒适的阅读
和学习场所。

该图书馆位于中央新城小区住户
楼电梯口旁边，建筑面积 100 余平方
米，目前藏书3000余册，图书涵盖了中
小学课外读物、经典文学、历史、科普
等多个品类，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
业主的阅读需求，可同时容纳30多人

阅读和查阅资料。该馆由小区业委会
负责管理维护，每个周末免费向小区
所有居民开放。武冈市中央新城小区
图书馆的开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小
区居民的阅读文化需求，让书香飘进
小区、飘进家庭，增强了小区居民之间
的交流，促进了小区的人文氛围与邻

里和谐。
武冈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后续将有更多的小区图书馆诞生，这
有利于推广全民阅读、提升市民的文
化素质，推进武冈精神文明建设，助力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
建。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苏渊

本报讯 4月26日，“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文旅志愿服务惠民活动走进双清
区寒梅村。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和双清区
的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为当地老百姓送上
了精彩的文化大餐。

本次活动由双清区文旅广体局主办，双
清区文化馆、双清区图书馆、双清区全民健身
中心承办，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协办。
演出通过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形式，满怀
激情歌唱美好生活。开场歌舞《盛世欢歌》、
黄梅戏《女驸马》、古琴表演《礼仪之邦》、歌曲

《欢乐就在今朝》、歌曲《早安隆回》、快板《邵
阳创文我来说》等节目精彩呈现，引得观众掌
声不断。广大文艺工作者们深情演绎，以多
种艺术形式充分表达大家爱党爱民的美好心
声。活动现场还结合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
创建文明城市、民族团结等相关知识设置了
有奖竞猜环节，村民们踊跃答题，气氛热烈。

近年来，双清区文旅志愿服务工作如火
如荼、蓬勃发展，丰富多彩的文旅志愿服务活
动在双清大地营造了向上向善、互帮互助的
良好风尚。独创的双清区“小蜜蜂”文旅志愿
服务品牌，获评全省优秀文旅志愿服务项目，
把独具双清特色的文旅资源通过志愿服务活
动进行传播和推广，在全市乃至全省形成了
较大的影响力。“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文
旅志愿服务活动于2017年启动，它像一阵春
风，为大美双清增添动人的音符，为幸福生活
增添和谐的乐章，成为我市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文旅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文化“大餐”送进村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苏渊

本报讯 为丰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4月23日，双清区文
旅广体局、双清区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到双清区
五里牌小学，开展了“全民阅读进校园”系列活
动，为该校学生捐赠了1000余册课外读物。

据了解，本次捐赠的图书内容涵盖经典名
著、自然科学、作文辅导等多个门类，让学生不
出校门就能够享受到丰富的图书资源，通过阅
读促进学习提升，丰富精神生活。“我特别喜欢
看书，这次世界读书日活动，为许多和我一样热
爱阅读的同学们提供了很多好书，我们非常高
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五里牌小学170班
学生袁朗选到自己喜欢的图书后，开心地说。

今年以来，双清区已开展全民阅读相关
活动20余场次，受益群众5000余人。下一步，
该区将依托图书馆书刊资源及24小时图书
馆、社区书屋等活动载体，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创新服务方式，广泛开展送书进乡村、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积极构建

“15分钟阅读圈”，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
量，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建设书
香双清贡献力量。

全民阅读进校园

程 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着约900年
历史的江西婺源县思口镇延村，延续着
农耕生活的节奏。这座传统村落所特有
的田园风光与徽州文化，吸引英国小伙
爱德华和他的中国妻子廖敏欣在此“认
养”古宅并定居下来。

“有些古民居的厨房、后墙都塌了，如
果就这么消失了非常可惜。”廖敏欣说，在
探访了十多个古村落后，2015年两人决定
在婺源“认养”一栋古宅，爱德华成为婺源
县第一个“认养”古宅的外国人。

婺源县有传统村落30个，历史遗迹、
明清古建筑遍布乡野。2012年6月，《婺源
县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古建筑保护管
理暂行办法》出台，当地在具体实践中探
索形成鼓励社会认养、整体搬迁、异地安
置等一批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开发经验做
法，建立健全古村落古建筑县、乡、村三
级保护和监督管理机制。

新华社记者走进这处清代徽派古宅，
入眼即是一座花园，鲜花竞相绽放。青砖
黛瓦的徽派古宅、精美的木雕，与西式壁
炉、长条形的木质吧台、小黑板上手写的
中英文菜单一起，相得益彰、搭配协调。

廖敏欣告诉记者，古宅修复前，这处
有着距今 200 多年历史、令他们一见倾
心的清代古宅长期失修，老宅后堂等附
属建筑已倒塌，砖、木、石“徽雕”等大部
分构件损坏严重。

“古宅从外面看很美，但没有通电和
通风，特别阴暗潮湿，当时已不能住人，
搬家时楼梯都塌了。”廖敏欣说，为还原
古宅历史风貌，他们聘请了“婺源三雕”
传承人俞友鸿，打造出融合中英文化风
格的民宿。所有的公共空间修旧如旧，房
间内则偏现代风格。

山水情长，时光悄悄流走，爱德华夫
妇的两个孩子在古村里出生、成长，2021
年，他们精心设计的民宿投入营业。

“古宅民宿架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

桥梁，前来入住的游客中近九成是外国
人。”廖敏欣说。

为活化利用古建民居，留住徽韵“乡
愁”，2022年，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
的江西婺源县对外发布14栋历史古建筑
的名称、地址、建筑面积、历史年代、结构
类型等信息，向全球招募“保护人”。在认
养的过程中，当地住建部门会对认养人的
改造和装修方案进行审核，以保护其原有
风貌和相关建筑结构。

对于尝试“唤醒”古宅的人们来说，每
栋古宅的修复和再利用都是漫长的过程，
无法一蹴而就。第一个“认养”婺源古民居
的九思堂负责人吴志轩说，只做到保护，对
于一栋古宅来说远远不够。一栋古宅所有
的不仅仅是建筑层面，更多的是文化层面，
比如过去人们的生活艺术、生活态度和生
活方式，这些才构成了完整的古宅概念。

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陶开伟介
绍，近年来，婺源县设立2000万元专项资
金，并出台《婺源县民宿产业扶持办法》等
文件，引导全县民宿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目前，全县精品民宿发展到800余家，形成
了3个百栋以上的古宅民宿村。数据显示，
到婺源体验民宿的游客人均停留2.5天，日
均消费1300元，间接带动2万余人就业，民
宿体验游成为婺源旅游经济新亮点。

社会“认养”唤醒沉睡的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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