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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4月20日是农历谷雨，下午3时，
霏霏细雨中，市区十多位文学爱好者相
继赶到市区凌云路名门天街瓦库，参加
由平顶山文学沙龙读书会举办的谷雨
茶叙读书分享会。

自几年前成立后，平顶山文学沙龙
读书会每年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活动，
吸引很多文学爱好者积极报名参加。

名家助力读书会

“前段时间我看了肖洛霍夫的《静
静的顿河》，我觉得里面的环境描写特
别精彩，让我受益很大。”

“除了这本书，你要多看看列夫托
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苏联文学大
师的代表作品，你可能会受益更多。”

在当天的读书分享会上，听完文
学爱好者郭慧敏的读书感悟后，应邀
参加此次读书活动的中国作协会员、
我市知名作家文星传这样给出他的建
议。

我市知名作家杜耀磊也受邀参加
读书活动，冒雨而至的他在发言时说，
他不是诗人，但路上一淋雨也变成“诗
人”了，他自我调侃的开场白一下子让
现场气氛更加轻松活跃起来。

杜耀磊把自己新出的一本书分
发给大家，希望大家阅读后多提批评
性意见，随后分享了他如何从最初喜
爱上阅读到写作的经验之谈，他深有
感触地说：“在读书时一定要有自己的
认知，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个性，不
能人云亦云，这一点非常重要。”

刘晓娜、何冬梅、王舒楠、董若男
等文学爱好者此前曾多次参加文学沙
龙读书会的活动，她们说，每次参加活
动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

在市区流行前线商场工作的孙晓
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读书会活动，
她说，她在读书时曾看到过一句话，大
意是：在你人生中如果遇到黑暗的时
候，你就在你的心里点燃一盏灯，以照
亮你前行的路。她喜爱读我市一些作
家的文章和书，“每每细读时，都像心里
有一盏灯一样，会照亮自己的路。”

由爱读书到爱写作

平顶山文学沙龙读书会是我市诗
人赵洪亮于2013年发起的，在市教体
局工作的赵洪亮说，文学沙龙读书会成

立已有近8年的时间，成立后每年都会
举办多次读书活动，参与人数根据活动
场地大小，少时有十多人参加，多时达
百余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爱
好者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参加此次谷雨茶叙读书分享会的
我市女诗人小庄，此前曾多次参加平顶
山文学沙龙读书会活动，她说，正是受
到很多老师和文友们的鼓励，她渐渐喜
欢上了诗歌写作。

小庄本名叫魏猛飞，已年过40的
她在市区荆山路开有一家面积很小的
鞋店，平时由她一人打理。为参加此次
活动，她关闭店门，冒雨骑车几公里赶
到现场。“生意可以停一下午，难得的读
书学习机会我不能错过。”她笑着说道。

小庄说，她老家在叶县田庄乡小庄
村，十几岁时她爱看《十月》杂志，尤其
喜欢杂志上登载的诗歌，后来成家后到
市区做小生意，几年前参加过文学沙龙
读书活动后，她又重新有了自己的文学
梦，开始尝试写现代诗歌。

“一开始写不好，每当想放弃、坚持
不住的时候，市里的老师们总会给我鼓
励，慢慢就坚持了下来。”小庄说，最近
这几年她渐渐写得多了，一些作品开始
在《河南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发表。

在我市公安系统工作的王爱兵今
年49岁，最近几年在工作之余写出了
为数不少的古体诗词和现代诗歌，于今
年年初结集出版。当天的读书分享会
上，他拿出了自己的诗集《石门诗韵》与
大家分享。

王爱兵说，受文学沙龙读书会老师
和文友们的鼓励支持，他除了诗歌写作
外，还开始了小说写作，有过多年从军
经历的他目前已写完一部名为《我是上
等兵》的长篇小说，有望于今年下半年
出版发行。

赵洪亮说，平顶山文学沙龙读书会
成立后，还于2017年推出了华文驿站
微信平台，努力打造一个纯文学平台，
至今已推送我市文学爱好者各类小说、
散文、诗歌作品1500多篇（首），其中读
书会会员李河新、郭旭峰、王留强、黄小
培、周小赛、余剑君、姜磊等人的作品多
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并在国内一些
文学赛事上获奖。

“今后我们会开展更多的读书活
动，吸引更多文学爱好者参加。”赵洪亮
说，“希望每个热爱文学的人，都拿起
笔，写出我们正经历的时代变迁，写出
我们的梦想与期待，让文学之花开得更
鲜艳灿烂。”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很
多人改变了阅读方式，距离那一抹
书香越来越远。其实，在我们身
边，就有很多好书，它们被陈列在
社区图书室，犹如一座知识宝库，
等待爱好读书的人去挖掘。4月
20日，世界读书日前夕，记者来到
卫东区建设路街道社区图书室，领
略一室的书香。

图书室藏书1500余册

神马社区图书室位于市区湛
北路东段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40 多平方米的房间窗明几
净，室内摆放着4张圆形书桌，每
张桌上还放有一盆郁郁葱葱的绿
萝。东、南侧的墙壁处摆着两排高
约2米的书架。漫步其间，不仅有
《东周列国志》《孟子传》等历史书
籍，更有孩子爱看的《世界著名寓
言故事》《变色龙摔镜子》等儿童书
籍及《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三会
一课”案例选》《百名书记谈党建》
等党建类书籍，每种图书都分门别
类，摆放有序。西墙处还摆有报刊
架，上面悬挂着《平顶山日报》等多
种报刊。

神马爱心服务联盟的志愿者
朱国建、张红霞和张瑞民正在擦拭
桌子、书架，整理图书。“我们轮流
在这儿值班，今天是我们几个，你
可以在这儿看书，也可以借阅，只
要登记一下就行。”朱国建说。

一张书桌上摆放着笔和借书
登记册。打开登记册，里面显示着
借书人的姓名、书名、借阅时间、归
还时间及管理人员等信息。

据神马社区党委书记段海涛
介绍，社区图书室于2010年成立，
当时地方比较小，藏书只有三四百
本。去年8月份，社区整体搬到市
区湛北路东段后，图书室面积有所
扩大，不但宽敞明亮，而且还配备
了空调。同时，藏书也充实到
1500余册。

居民家门口的“书房”

“我这儿有几本书，捐给你们
吧。”上午10时许，一名女士来到
图书室说。女士叫陈卫平，家住市

区湛北路神马三角区家属院西院，
今年71岁。

据陈卫平说，因为工作和爱
好，她喜欢看书，没事都喜欢到书
店、图书室转转。“图书室环境安
静、整洁。而且阅读是一种耳濡目
染的过程，应该从小带孩子来感受
这种读书的氛围，对他们将来大有
好处。”陈卫平说。

经朱国建补充，记者才得知，
陈卫平是社区图书室的常客，不但
经常捐书，也常常借书，其阅读兴
趣广泛，天文、地理、党史等各方面
书籍都看。在社区的捐书登记册
上，仅今年她一人就捐书60余本。

“家里有不少书，除了我和老
伴的，还有孩子们看的书。现在孩
子们都长大了，连孙子孙女都上大
学和初中了，有些书都不看了，放
着也是放着，还不如捐出来，给有
需要的人看。”陈卫平说。

高雪蓉也是社区图书室的常
客，今年76岁，家住市区湛北路56
号院东院。

“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每天晚
上睡觉前不看会儿书都睡不着。”
高雪蓉说，记得年轻时，有一次为
了买一本《辞海》，她凌晨三四点都
跑去排队。“那时候，看书没有这么
方便，除了买书，就是在新华书店

‘蹭书’看。”高雪蓉说。
虽然退休了，但高雪蓉还担着

社区党委一支部党支部书记。为
了调动大家的看书热情，她建了微
信群，经常在群里向大家推荐自己
看到的好书或好文章，时不时还召
集大家在图书室一起学习、看书。
此外，她也将自己珍藏的《辞海》及
一些文学书籍捐给社区。

“图书室离家可近，在家门口
借书特别方便，相比用手机看书，
我更喜欢看纸质的。”高雪蓉说。

欢迎更多居民去看书

据段海涛介绍，图书室工作日
时间正常开放，欢迎居民去现场阅
读或借书。

“目前，我们正在对图书进行
编册，录入电脑，以更方便大家借
阅。”段海涛说，同时，他也希望更
多的居民能拿出家中闲置或认为
好的书籍，放到社区图书室，让更
多人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文学沙龙读书会：

让更多人爱上文学
社区图书室：

离居民最近的公益书屋

高雪蓉和陈卫平喜欢到图书室坐坐，遇到好书会在一起讨论。文学沙龙读书会谷雨茶叙读书分享会现场，文友们热情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