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昨天，16名儿童来到位于巫溪
县田坝镇双箭村的农家书屋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平台，参加由
该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熊芳芳主持的读书会。此前，为了让

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熊芳芳自掏腰包2万多元对书屋进行重
新装修，同时在爱心人士慷慨捐助下，1000多册全新的儿童图书被配置
上了书架，书屋的藏书有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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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熊芳芳由重医附一院派驻该村11个月了。她刚来村里时，特意去看了一下书屋的书

籍，大多都是农技方面的图书，适合儿童阅读的书非常少。她想着为孩子们募集一批新
书。今年3月25日，她通过朋友圈和多个渠道发布了一则“图书捐赠倡议书”，并得到了一
些社会单位和爱心人士的响应，很快就募集到了1000多册适合小朋友阅读的新书。

“什么球能包容一切事物”“什么东西最容易满足”“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读书会
上，小朋友们翻看《十万个为什么》等新书后很快找到了答案，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小学三年级的颜涛说：“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放假了也没人陪我，现在有了书屋和
熊老师，放假就有了好去处。”小学五年级的吴迎春说：“现在的书屋比我家还漂亮，又有很
多新的课外书，我很喜欢来这里看书，看看大山外的小朋友们在干什么。”

城里的图书馆也在补充新书。4月22日上午，南岸区暨2024年南岸区全民阅读活动
在精典书店举行，曾获得山西新世纪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李骏
虎，将《前面就是麦季》《奋斗期的爱情》《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三部作品赠
送给南岸区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随后，李骏虎进行了“文学照亮生活”的
主题演讲，与读者一道探索文学的奥秘，感受文学作品带来的瑰丽风景。

图书馆“镇馆之宝”日益受追捧
一个城市的文化“宽度”“厚度”在哪里？除了文

物古迹，就藏在图书馆的藏书中。
宋蜀山退休前，是渝中区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

校长，也是一位资深书迷。宋蜀山爱书，家有藏书七
八千册，他笑称离“万卷书”还差一些，于是他成了渝
中区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常客。

一所大学可以速成，其图书馆则难以速成，城市
图书馆更是如此。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必有其“镇馆
之宝”。宋蜀山说，了解历史、发现历史，是读书的乐
趣。所以，他和一批资深书迷经常会出现在渝中区
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这里馆藏有古籍117种，1681
册，其中有6部古籍入选了重庆市第三批珍贵古籍名
录。此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
辑 1934~1935 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影印）、《万有文库》（1929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丛书集成》（1935~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本）堪称“镇馆之宝”。据该馆负责
人介绍，现在前来查阅古书的专业读者越来越多。

“书香重庆”招牌越来越亮
最近发布的《重庆市2023年全民阅读指数评估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我市成年居

民综合阅读率（包括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为92.03%，较2021年的91.96%增长0.07%。在
购书方面，2023年我市成年居民人均购纸质书6.25本、电子书和有声书4.11本，平均购买
量为5.05本，较2021年增长了0.09本。

4月17日起，“2024巴渝书市”在解放碑步行街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选书购书
的市民络绎不绝。

2020年，我市立法明确，每年4月为重庆市全民阅读月，“全民阅读”被写进《重庆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办法》。2024年，“书香重庆”标志和卡通形象

“书书”和“香香”正式问世。
据了解，目前我市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增至746平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建设村（社区）书屋1.1万多个，建设图书馆分馆1800多个并实现全市乡镇（街道）
100%覆盖。市财政近年投入1000多万元扶持实体书店，并建成140多家融合阅读、展览
沙龙、轻食餐饮服务的“24小时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吸引市民走进书
房，回到心灵的故乡，让“书香重庆”助力市民综合阅读率提升，助推文化强市建设。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这几天，重庆男子老赵自己拍摄剪辑的短视频“火”了，视频中，他带着七旬父
母旅行，并去到自己童年时三人拍照的地方再次打卡。34年前，老赵和父母在巴南
区南温泉拍了一张老照片。画面中，同样是三人行，七八岁的小赵变成了40多岁的
老赵，年轻的爸妈也已满头白发。

“那张照片拍摄于1988年，也是全家第一张彩色照片。”老赵说得感慨，留住和
父母的时间，就是他现在想做的事。

至今，老赵已经带着父母去过40座城市旅行。
“孝顺的儿子”“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网友们的点赞铺天盖地，老赵说：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陪爸妈去更远的地方，看更美的风景。”

老赵很忙碌
却带着父母走了40多个城市

老赵全名赵孟渝，1978年生，是一个平日里工作忙碌，肩负一家老小衣食住行
的中年男人。

联系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致电，电话那头他数次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还在开
会”“过会儿我担心又有事情了”“我一会儿忙完给您打过去好吗？”

就是这么忙碌的老赵，他却带着年过七旬的父母，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40多个
城市。“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赵老说，第一次旅行是在2021年，萌生这个念
头，主要还是因为家里那一堆“本地特产”。

老赵的父母和许多老年人一样，耳根子软。从前，老赵总给他们报旅行团。到
了一座陌生城市，老两口就想着带点“本地特产”回家，买了不少“好东西”，却让老
赵看了很头疼。加上父亲两次心梗的病情，他决定以后都自己带着父母去看世界。

也许是首次和老赵出去，老两口显得很开心。
“爸妈，你们不是喜欢跳舞吗，到了西藏，你们跳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给

你们拍下来。”老赵随口一说，没想到却成了老两口的最惦记的事，一有空就抽时间
自己练习舞步，就盼着去录视频。

歪打正着的兴趣点让老赵暗自记下，从那次起，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父母
布置一个“舞蹈作业”，老两口也乐于接受，录制好后，总是不停地翻看。

老赵特靠谱
每走一处都给父母“私人订制”

先从重庆开始，走遍大大小小区县，再去成都、四川木里、云南芒市……老赵前
前后后带着父母走遍了中国40多个城市。

“重庆梁平著名的是朱家面”“先带爸妈感受一下丰都特色的胡辣壳面”“从四
面山开车一个小时，100公里，就到了塘河古镇”……

在老赵录制的短视频里，重庆周边2天1晚的旅游攻略占了大半。与许多打卡
式推荐不同，他的攻略里大多都充斥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

镜头中，两位老人悠然前行，或在古镇，或在市井，有时爬高山，有时看溪流。老赵
每次都是通过大量的网络查询，再加上当地朋友的推荐，根据父母身体状况制订专属的
旅游指南。“虽然这些指南是我为父母做的，但我也希望，能给更多的高龄出游者们带去参
考，让更多的年轻人，根据这些适合老人的线路，领着父母去走走看看。”老赵说，并非每次
出游时间都很长，有时就是一个周末，周边走走，就能看到父母脸上的笑容。

“现在，重庆都走的差不多了，我的计划是带他们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更大的天
地。”说起未来，老赵心中早已有谱。

老赵有心愿
陪父母去更远地方看更美的风景

短视频火了，老赵也很意外。他无意中翻到儿时的照片，距南温泉不远，便带
父母故地重游。

“我发现，给他们拍了照或者小视频后，以前对科技产品比较抵触的父母也愿
意学习使用了。”老赵说，父母开始尝试接触新事物，是他收获的最大惊喜。

为此，连17岁的女儿也经常给老赵点赞：“爸爸，等以后我也带你去看世界。”
以前，哪怕父母就住在隔壁小区，老赵也总因工作忙，很难和他们见上一面。

一起旅行后，老赵发现，不仅父母的性格越来越开朗，他与父母的共同话题也越来
越多，“我们会一起探讨下个目的地的旅游计划，甚至细致到拍视频的歌曲。”

每次翻看照片和视频，老赵都会感觉到岁月在父母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
青丝变成了白发，老年斑爬上了额头、眼角、手臂，连带着曾经健步如飞的步伐也越
来越迟缓。

“也许一两年，也许七八年，父母总有一天会走不动路，但我的陪伴却不能停。”
老赵说，那将是另一段比游遍全中国更漫长的路，但他愿意为此坚持下去，带着父
母去寻找人生的“诗和远方”。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 姜念月 受访人供图

驻村书记自掏2万元
为孩子装修农家书屋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重庆人爱上读书

他带着七旬父母
寻找“诗和远方”

如今已走遍40座城市，还将继续走下去

老赵（左一）
在旅游景点与父
母合影留念

宋蜀山在读书宋蜀山在读书

熊芳芳带领小朋友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