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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 顾圆仙 王锐 图文报道

6月28日，常州图书馆及秋白
书苑举办活动，向读者发出夏夜

“悦”读的邀约。除阅读外，活动还
融合音乐表达、手工体验、变装派
对、夜游集市等形式。今年的“图书
馆之夜”用聚拢的形式、开放的态
度，再次探索“图书馆+”融合发展，
让传统文化与人间烟火在此碰撞。

假期里逾万人次在此
精彩“悦”读

常州图书馆新馆位于文化广
场西北角，毗邻美术馆、博物馆、酒
店、美食、潮玩街区。每逢周末、节
假日、寒暑假，常州图书馆总是门
庭若市，读者们一早排着长长的队
伍等待开馆，单日读者接待量常常
超过1万人次。

120多年前，常州开明绅士为
推动社会进步，在铁市巷岳宅创办
了“常州图书馆”。常州图书馆是
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历尽沧
桑、数迁馆址。2020年落成开放
的新馆总面积4万平米，全馆“5G
覆盖”，设有2500余个阅览坐席以
及演艺中心、亲子阅读基地、学术
交流大厅、党员实境课堂等功能空

间。其穹顶拱桥般的造型仿若架
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又像要张开双
臂拥抱世界。

百年前先贤聚集的一方小宅，
百年后化身为普惠大众的文化空
间。常州图书馆各楼层人流交织：
有来往书架精心“觅食”的大小“书
虫”，也有苦思冥想低头码字的上
班族……据统计，新馆年均服务人
次近500万，年流通图书超300万
册次，数字图书馆年访问量近400
万次，微信公众号粉丝突破23万
人，公众号影响力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地市级公共图书馆TOP10，参
考咨询量连续三年居全省第一。

融合跨界共同探索
“图书馆+”

如何做到利用自有资源条件，
不断为读者提供多元化、个性化、
专业化的新体验？近年来，常州图
书馆注重融合发展，与社会各界深
入合作，多措并举探索“图书馆+”
创新模式。

聚焦不同群体，拓展全新领
域。为老年读者，常州图书馆联合
医疗养老机构开设讲座；为中青年
读者，携手各行精英开展专业指导
活动；为残障人士，携手专业机构
举办趣味公益活动；为未成年人，

开发研学内容，打造亲子课堂。
依托城市平台，举办主题活

动。常州图书馆借助城市会客厅
资源，与国内外相关团体进行成果
展示、读书沙龙、艺术展陈等文化
交流，开展二手书市集、音乐分享、
文化主题系列讲座等活动。

通过秋白书苑，延展融合触
手。近年来，全市秋白书苑在基层
社区、美丽乡村、创业园区、商业综
合体、老城厢落地开花，常州图书
馆的书香资源被输送到居民阅读
的“最后一公里”。这些公共文化
空间涵盖乡村、文旅、工业等多种
场景，在为城乡居民提供沉浸式阅
读体验的同时，也为游客打开了解
常州的窗口。

年均1700场活动助
力建设“书香常州”

伴随融合发展的深入，常州图
书馆不断提升“图书馆+”聚合效
应，以年均1700场的丰富活动助力
建设“书香常州”，尽显中吴风雅。

更多场馆空间的交互在这里
实现。常图在低幼借阅区的书架、
标识牌及打卡墙上，加入带有恐龙
元素的互动内容；在古籍和地方文
献区域，展陈常州区域古地图；在
负一层，利用过道空间建立“书旅
基地”，每周开展科普研学活动。

更多文化惠民的品牌在这里
落地。“常图之春”“书香党建联盟”

“常州典藏中心”“常图之夜”“常图
智慧课堂”“乐享阅读·乐学共育”

“品读龙城·四时之诗”等品牌活动
持续举办，受到市民读者的认可与
青睐。

更多文化交流的功能在这里
汇聚。常图联动交通、旅游、乡村
等，打造“联名款”文化交流行动，
并在实践中，逐步将公共图书馆、
实体书店、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共享活动中心
等功能集合在一馆，实现一馆多
用、就近就便。

从这里眺望世界、寻找自我、走向未来

常州深化“图书馆+”融合发展

■庄奕 图文报道

6 月 26日上午 8时许，
在朝阳市集的朝阳特色大麻
糕店里，店主汪师傅和妻子
站在一张大长桌前，摘坯、包
酥、起酥、拍坯、包馅、擀制，
最后把半成品放入烤箱。夫
妻俩手脚麻利，一整套动作
行云流水、毫无凝滞。橱窗
里，已摆满了一盘盘方形的、
椭圆形的、圆形的大麻糕。
时不时有顾客在窗口喊，“老
板，来两块椒盐口味的，搭搭
豆腐汤”“来五块葱油的”。汪
师傅就一边笑着应“来了来
了”，一边往窗口走。

今年 47岁的汪师傅是
河南信阳人，17岁就到了常
州，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麻
糕，3年后学成出师。“一块好
麻糕，吃起来要酥、松、脆。”
汪师傅对记者说，要做到这
些，从油酥的制作、馅心的配
制到烘烤的火候都颇为讲
究，无论哪个步骤差一点，口
感都会差很多。每天凌晨4
时，他和妻子就起床，忙起制
油酥、和面、调馅等准备工
作。清晨6时许，顾客陆陆
续续来了，夫妻俩做麻糕、卖
麻糕，一直忙到中午12时才
能喘口气。下午3时，夫妻
俩再度忙碌起来。有的市民
等10多分钟，就为了麻糕刚
出炉时那种“一口咬下去，芝

麻粒扑簌簌掉”的感觉。
这样忙忙碌碌，每天能

卖出1000—2000个麻糕，把
装麻糕的铁盘摞起来，有好
几米高。18年前，汪师傅就
在老朝阳菜场卖麻糕，许多
顾客都是从小吃着他做的麻
糕长大的。还有人从上海、
南京慕名而来，麻糕一订就
是几十块甚至几百块，拿回
家送亲戚。“每年回河南老家
过春节，我们都会带上许多
大麻糕，分给乡亲们品尝。
冷麻糕放进烤箱或平底锅里
烘一烘，吃起来还是酥脆。
家乡人夸赞，这个常州美食，
吃得真得劲。我听了，心里
也很自豪！”

凭着好手艺，麻糕店的
人气一直很旺。汪师傅和妻
子也在常州买了房，真正扎
下根来。他说：“我用心做好
大麻糕，保持味道始终不变，
就是对老顾客最好的感谢。”

老手艺老味道

菜场里的大麻糕，
一天卖出以千计

本报讯（郏燕波 章慧源） 6月
29日晚，由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理
办公室、天目湖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Forever
Young上村山2024毕业歌会”在
天目湖镇桂林村举行，以天目湖夜
公园和“青春不夜桂林村”为主体的
2024“夜游天目湖”活动同时启动。

来自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大学
等高校的学生在舞台上释放热情。
台下的观众随着旋律挥舞双手，尽
情享受音乐的魅力，沉浸式感受乡
村焕发的朝气与活力。

据了解，6月29日至9月1日，
天目湖将举办水上行进式剧情演
绎、萤火虫放飞体验、茶村夜市和虾
湖闹美食集市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
乐活动；6月29日晚起，桂林村将
推出“桂小星营地”、星星闪闪市集
等活动，共同推动夜间经济持续实
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夜游天目湖”
活动启动

本报讯（吴燕翎 吴冬美 陈
欢 图文报道） 6月28日，常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
局联合新北团区委，开展“争当

‘馨’北科普宣讲员 凝聚资源保
护新力量”主题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升全社会节约用地、保护耕
地的意识。现场，为首批30名

“馨”北科普宣讲员颁发了聘书

和科普宣讲证。宣讲员参观新
北测绘科普馆，提升对自然资源
和规划工作的认识。

近年来，为了加强自然资源
科普宣传工作，新北区先后申报
创建梅林村、新华小学自然科学
院、圩塘中心小学“长江生态
馆”、新北测绘等四大自然资源
科普教育基地。

新北迎来30名“馨”北科普宣讲员

■庄奕

入梅以来，来势汹汹
的强降雨连续席卷我市。
截至7月1日8时，过去24
小时全市普降中到大雨，
常州南部和溧阳中南部暴
雨，最大雨量分别为常州
雪堰镇 75.4 毫米、金坛指
前镇 26.6 毫米、溧阳社渚
镇 92.4 毫米，最大小时雨
强为常州雪堰镇36.9毫米
（6月30日15—16时）。这

让不少市民着急：这雨到
底啥时候才会停呢？

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
分析，我市一直到7月3日
仍多降水，2 日雨量中等、
局部大到暴雨。但从 7 月
4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增
强，强降雨过程结束，我市
将迎来一连串阳光灿烂的
好日子。没有雨水的打
压，气温就趁机“放飞自
我”。5日至8日的最高气
温达 36℃—37℃，防暑降
温又将成为头等大事。

暴雨“下线”倒计时

汪师傅从烤箱里端出一
盘香喷喷的大麻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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