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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破皮缺页严重

智慧书屋“很受伤”

遭到毁坏的书籍遭到毁坏的书籍。。

□文/图本报记者张晓甫
实 习生 赵昱淇

书架上的新书摆上去没
几天就出现缺页破损，有的
书本上还留有孩子的一道道
牙印，还有一些家长放任孩
子大声喧哗……近期，我市
新建的一大批方便市民阅读
的智慧书屋陆续投入使用，
记者调查发现，市民种种不
文明行为让智慧书屋“很受
伤”。

图书破皮、缺页严重

“这个书屋在今年 1 月
22日建成投用，这些书全是
新进来的。但现在你看，破
皮、缺页、散页很严重，这本
上还有小孩子的牙印儿。”在
市区解放路一个智慧书屋
里，图书管理员小崔正为几
本遭到毁坏的书籍痛惜。

记者看到，在这个几十
平方米的书屋里，每本书的
侧面被英文字母标好顺序，
分门别类地放置在相应的书
架上。“即便这样，还是有
很多人找不到自己要找的
书。因为每天都有一些人不
自觉地乱取乱放，打乱了书
籍原来的存放位置。”小崔
一边拿来胶带准备把破损的
书籍粘好，一边向记者介绍
说，她每天要将这些被打乱
顺序的书整理好几遍，但她
刚整理好图书的顺序，很快
就有人又乱取乱放了。

在市区黄山路南段的一
个智慧书屋里，图书管理员
小王向记者反映了类似情
况。“这些书籍是少儿绘本，
一旦被人为撕破，用胶带粘
不住，用线装会挡住书本上
的绘画或文字。”小王无奈地
说，她只能将这些被损坏的
书籍暂时放在书架的角落
里，等待新书取代它们。

时常发生不文明现象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天
气温度较低，一些家长经常

带孩子来到智慧书屋里取
暖，放任自己的孩子在书屋
里大声喧哗，引起其他市民
不满。

2月19日上午，记者正
在解放路上的一家智慧书屋
里采访，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名女子执意要带着一岁多
的孩子进书屋，书屋工作人
员劝其把孩子放到家里再来
看书。女子不听劝告，工作
人员只好让她将孩子放在书
屋窗户边的一个沙发上。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
里，记者看到该女子将孩子
放好后，自己玩起了手机，
并没有去书架取一本书籍进
行阅读。

“ 其 实 她 是 来 蹭 空 调
的。”一名正在看书的市民
说，他在召陵区政府附近的
书屋里看书时，也遇到过这
样的家长。

“那边那个小姑娘之前
很喜欢带吃的来，经过我们
劝导后，她很自觉，再也没
带吃的东西来。”图书管理
员小崔指着坐在窗户边一名
穿红衣服小女孩说。

“有的家长很不遵守规
矩，给孩子带了一堆吃的喝
的，把书屋当餐厅了。上次
还遇见一个小孩在桌子上撒
尿，真是让人不解。”每天
下午都来书屋看书的市民张
先生对这些不遵守书屋规章
的人非常气愤。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智
慧书屋的墙壁上和窗户上等
显眼位置，均张贴了文明阅
读规范和禁止乱丢垃圾等文
字提醒或标识。“他们在给
身边人增添烦恼的同时，也
给自己留下了污点。”正在
书屋里看书的市民刘建伟
说。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提到社区的公共厕所，不少
人对它的印象是“脏乱差”。如
今，通过“创文”工作，一走进
社区公厕，独立的卫生间、明亮
的瓷砖、残疾人专用厕位、专用
洗手液……这些变化都一一显现
出来。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当记者走进戏楼后街的一个
公厕时，熏香味扑面而来，不再
是臭气。公厕地面干净整洁，单
独的蹲便一间一间地隔开。记者
注意到，为了方便社区一些腿脚
不便的居民，还专门设置了专用
厕位。在洗手池正前方，安装了
一面镜子，在左侧，安装的有挤
压式洗手液……这些都是社区公
厕如今的改变。

今年 65 岁的刘阿姨在这儿
居住了 40多年，对社区的公厕
最有发言权。她告诉记者：“附
近居民多，公厕使用率高，但以
前公厕脏乱差，臭气熏天，有时
上厕所很不方便。”

“通过改造后，社区的公厕
干净了，也告别了过去的臭气熏
天，到社区公厕‘方便’很舒
心，感觉就像在自己家‘方便’
一样。”陈阿姨说。

戏楼后街社居委主任王锐敏
表示，社区公厕对于社区居民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社区里的公厕
经过改造后，环境和卫生都得到
了很大改变，并且增添了更多设
施，居民“方便”起来更加方
便。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其他社
区的公厕，发现每个公厕通过改

造后，设施更加完善，居民如厕
更加“方便”。

据了解，为着眼于民生需
求，在“创文”工作开展中，
2018 年对全市的公厕进行了改
造，改造内容包括老旧设施拆
除、内部装修等。其中，源汇区
就有 16个社区的公厕得到了改
造，并且增加了一座公厕。

源汇区环卫处公厕管理办
公室主任燕磊表示，源汇区很
多社区都是老街道，老门户。
现在通过改造后，每个公厕都
有专人值守，每天都会对公厕
进行卫生保洁，告别了过去脏
乱差的环境。

“今后我们将加大对剩余老
旧公厕的改造和管理力度，进一
步满足居民的如厕需求。”燕磊
说。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每天晚饭后，郾城区龙城镇
安春王村的广场上就会准时聚集
几十位村民。当欢乐的乐曲一
响，他们便自觉排好队跟着音乐
节奏跳起广场舞来。曾经只出现
在城市街头的广场舞，也早已走
进了农村，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生
活的一部分。2月17日，记者走
进安春王村，感受他们的农村新
生活。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还没到晚上，可广场上
依旧热闹非凡，20 名村民穿着
舞蹈服，排着队，正在排练舞
蹈。

领队是村民郭红甫，今年
49岁。“昨天我们刚去镇上参加
了比赛，获得了第二名。今天正
好周末，天气也好，趁大家都在
家 ， 我 们 又 开 始 排 练 新 的 舞
蹈。”郭红甫说，只要天气允
许，他们每天都会带着音响来广
场上跳一会，周末和节假日也不
例外。

“刚接触广场舞是为了活动
筋骨，忙完一天的农活，闲着没
事干、就跟着村里的姐妹们瞎
跳。”村民李晓素说，而她从一
开始的“瞎跳”，到现在成了他
们村舞蹈队的一名骨干，不仅收
获了好身体，而且更加自信了。

记者了解到，2012 年，安
春王村村民开始接触广场舞，当
初只有几个人。如今，七年过去

了，在他们的带动下，队伍从几
个人壮大到 60多人，年龄最大
的 60多岁，最小的 20多岁，已
经排练了200多支舞蹈。

今年 58 岁的赵景两年前身
患脑梗，身体恢复后也开始来广
场上跳舞。“虽然我的动作不标
准，有时跟不上节奏，但出来蹦
蹦跳跳比闷在家心情好多了，也
学会了好几支舞蹈，最近孩子们
都说我气色好了，生活也更有信
心了”。赵景说。

改变村民生活方式

除了锻炼身体，广场舞也改
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

“原来，大家每天吃过晚
饭，不是睡觉就是打牌，邻里之
间还因为打牌经常起纠纷。自从
广场舞兴起后，不少村民都走下
了牌桌，既锻炼了身体，还改变
了村里的不良风气。”安春王村
村支书樊自红说，每天傍晚，广
场舞的音乐就像号令一般，男女
老少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
广场上跳舞。

小小的广场舞，不仅改变着
村民的生活方式，引导着健康的
娱乐方式，也改变着村民的精气
神，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参与中
跳出生活的精彩，也跳出农村的
健康。“我们给村里的舞蹈队起
名为‘梦想飞扬’，这其中也蕴
含 着 村 民 们 对 未 来 生 活 的 期
许。”樊自红说。

20时 30分，音响关闭，乐
曲停止，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广
场舞暂告段落，拉会家常，切磋
一下刚才不规范的舞姿，不多
会，村民们渐渐散去，广场上恢
复了宁静。

公厕换新颜 如厕更舒心

广场舞跳出农民新生活

郭红甫带领大家排练新舞蹈郭红甫带领大家排练新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