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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图书借阅、报刊
阅览、数字阅读、资源下
载等免费公共服务，设置
儿童阅读区，读者凭身份
证、读者证、手机扫码等
方 式 自 由 出 入 ……8 月 6
日，记者从驻马店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为
推广全民阅读，驻马店市
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市中心
城 区 建 设 30 个 “ 城 市 书
房”。

市中心城区“城市书
房”建设工作启动以来，
在市政府领导的精心指导
和市总工会、市园林局的
大力支持下，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积极会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各区开
展考察、选址、外观效果
图、标志设计等工作。

按照“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统一管理、共建
共享”的原则，选择在市
中 心 城 区 主 要 广 场 、 公
（游） 园、街道、社区建成
30座“城市书房”，打造智
能化、标准化、规范化的
城市阅读空间，形成方便
快捷、服务优良的“15 分
钟公共阅读圈”。截至目
前，30 个“城市书房”选
址基本确定。据了解，30
个“城市书房”中，改建
11个，新建19个。

“城市书房”实行“七
个 统 一 ” 标 准 化 管 理 ，
即：统一名称、编号 （比
如：天中书苑-世纪广场城
市书房＋编号）；统一悬挂
形象 LOGO 标识并亮化；
统一开放时间，每天不少
于 12 个小时，全年无休；
统 一 图 书 标 准 ， 通 借 通
还，每年更新不少于 10%；
统 一 考 核 培 训 工 作 人 员
（区招聘市培训）；统一服
务标准 （全市一卡通用）；
统一便民服务设施。每个

“城市书房”配设 2~3 名管
理人员，鼓励实行智慧管
理、无人值守管理和社会
化服务，积极引导和支持
文化志愿者参与“城市书
房”服务。

新 建 的 “ 城 市 书 房 ”
与 普 通 书 店 、 图 书 馆 相
比，将处处体现高科技元
素，电子借阅机、自助借
还机、升降移动还书箱、
自助办证机、自助通借通
还 机 、 电 脑 、 无 线 WIFI
等，都为公众阅读提供了
便利。同时，书房内手机
充电站、饮水机、雨伞、
医 药 箱 、 针 线 包 、 老 花
镜、钟表等无微不至的服
务一定会温暖每一个读者
的心。

近年来，驻马店不断
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路
径、新方法，积极转变服
务理念，通过政府部门和
社会力量共建共治的方式
推进书香天中建设，打造
城 市 “15 分 钟 公 共 阅 读
圈”。 据驻马店文明网

殷美明，今年 38 岁，安徽
省宁国市方塘乡潘茶村五组人。
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农民
女子，却坚持做公益 18 年。她
的“头衔”有很多：全国“最美
100个志愿者”、“中国好人”……
但她却表示，自己就是个普通的
公益人。

采访殷美明难度很大，因为
她很少愿意面对媒体。即使面
对，她也从不滔滔不绝。“做公
益，也许能让生命多一些美好。”
这是挂在她嘴边最多的一句话。

“帮助别人让我感到快乐”

近日，殷美明好几晚都没有
睡踏实，原因是她的一个帮扶对
象“出走”了。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家住宁
国市甲路镇的叶子（化名）患有
轻微残疾，丈夫过世，她带着两
个孩子一起生活。得知叶子家里
生活困难，殷美明一次次主动上
门看望，帮助叶子渡过了难关。
近日，殷美明突然获悉叶子带着
两个孩子“出走”了，这可急坏
了殷美明。

殷美明说，她通过各种方式
了解到，叶子一家三口从杭州到
了重庆，但由于电话关机，怎么
都联系不上。想到她们可能会出
什么事，感性的殷美明只能干着
急地哭泣。

感性，这是殷美明对自己的
一个评价。她说，也许骨子里自
己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帮助
别人，看到别人发自内心的笑
容，我也会不争气地哭上好半天。”

事实上，这种感性与她的个
人经历有关。殷美明两岁时被送
去浙江寄养，却没有得到疼爱和
呵护，是隔壁的一位老爷爷经常

帮她。“那时候在我心里，仿佛埋
下了一粒种子，想着等自己长大
后，也一定要帮助别人。”

梦想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
果。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
地震，当看到电视里的救援画面
时，她几乎没有多想，拿出仅剩
的300元钱就往邮局跑。但很少
有人知道，那时她的孩子得了手
足口病，因为住院费用太高，不
得不让孩子回家休养。

“你是不是有点太傻了。”殷
美明总能听到身边人这样的评
价，但她却不以为然，她常说，
帮助别人让自己感到快乐，“这就
是公益人的一种本能。”

“我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了”

1999 年，殷美明与丈夫结
识，并回到丈夫家乡——方塘乡
潘茶村。他们在山边选好地方开
始造房子。这期间，殷美明发现
村里的路泥泞不堪，于是她和丈
夫一边挖屋基，一边补起了路。

山石不够，他们就开着一辆
破旧的小三轮，来回从河滩里运
石渣。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
村里的路让他们填得平平整整。

家乡有位青年叫徐顺，2012
年不幸被查出患有脑瘤，因为是
乡亲，他的情况得到了殷美明的
格外关注。2014 年元旦，殷美

明找到了徐顺家，送去了近800
元的现金和年货。后来，徐顺脑
瘤术后的后遗症发作，殷美明发
动好友捐了1400多块钱。

这样的爱心故事不胜枚举。
在殷美明生活中，伸出援手已成
了一种习惯。“不为金钱、不求
名利，默默承担起社会责任——
这是我对‘志愿者’的理解。”殷
美明说，做公益让她的精神世界
变得无比充实。

“我会在公益路上继续奔跑”

每天下班后，殷美明并没有
忙着回家做饭，而是和以往一
样，在楼下一间破房子前停了下
来。这间仅有十余平方米的房子
是殷美明的“爱心小屋”。

自 2013 年 12 月起，殷美明
积极发动亲朋好友和志愿者，为
贫困群体征集物资，并统一放在

“爱心小屋”。征集而来的物资，
她几乎都会清洗一遍，然后按照
顺序装入箱子，再带到邮局，发
往她联系的贫困地区。据不完全
统计，几年来，她组织收集、邮
寄的衣物达到两三吨，光邮寄费
用就有上万元。

每次物流费用就要花去好几
百元，而这区区几百元，殷美明
要省一个月的午饭钱。“好在有
家里人的支持和理解，我才能坚
持把这项工作始终坚持下去。”
殷美明感触地说。

公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身
体上的劳累还不是殷美明难以忍
受的，最让她感到难过的是别人
的质疑与不解。“有的人骂我是
神经病，还有的人说我不干正
事 ， 听 到 这 些 ， 心 里 确 实 难
过。”殷美明啜泣了很久，“后来
我才想通，我不能因为这些流言
蜚语，就放弃了做公益的热情。”

“做公益是一辈子的事，我
也许就是为做公益而生的。”殷
美明说，不管未来有多难，自己
会一直奔跑在公益的大道上，痴
心不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据《宣城日报》

“车让人 人守规”共筑交通文明

“中国好人”殷美明：

做公益，让生命多一些美好

□刘 昊

“车让人”是一个城市的风
度和修养，自2017年西安倡导
“车让人”以来，市民的交通安
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明显增
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8月1
日上午，市政协举办“车让人、
人守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
一起探讨以交通文明推动城市文
明。（8月2日 西安文明网）

斑马线是展示城市形象的文
明线，也是保障行人安全的生命
线。正因此，近年来各地把礼让

斑马线活动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
重要内容来抓。但从各地开展情
况看，在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
下，“车让人”都执行的较好，
而“人守规”就相对差一些。一
些行人过斑马线时没有时间观
念，看手机、闯红灯，这些行为
都影响着交通文明，威胁着生命
安全。而西安在治理机动车不礼
让行人的同时，也对行人不遵守
交通规则的行为进行治理，就较
好地形成了建设交通文明的合
力，值得借鉴。

建设交通文明从来就不是单
向的，而是双向的。机动车礼让
行人的同时，行人也必须遵守交
通规则，依法出行。

令人欣喜的是，在“车让
人”方面各地都取得了不错的治
理成果。一是因为法律法规及标
准较为完善；二是严格执法和先

进的电子监控设备起了很大作
用。车让人已逐渐成为大多数机
动车驾驶员的习惯和自觉。

但是，相对于“车让人”，
“人守规”的步伐好像慢了一点。
许多人不同程度存在着法不责众
的心理。同时，也有执法不严、
标准缺乏的原因，即使行人违章
也不会受到太严厉的处罚。这就
需要有关部门既要进一步制定细
化有关“人守规”的标准，也要
依法惩处违规行人，倒逼行人自
觉守规。

车让人、人守规既是一道法
律考题，也是一道文明考题，归
根到底反映了人的守法意识和文
明素养问题。因此，无论是机动
车驾驶员还是行人，都要坚守法
律红线，多些换位思考，自觉做
到依法出行、文明礼让，共同打
造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河南驻马店

打造“公共阅读圈”

乘坐交通工具的礼仪常识

公共交通工具给我们
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方便，
那么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时需要遵守哪些礼仪
呢？

目前，我国主要的公
共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
互敬互让，文明用语常挂
嘴边，才能够避免很多不
必 要 的 摩 擦 。 作 为 年 轻
人，应该主动将座位让给
老人、儿童、孕妇以及病
人，而不是看到需要让座
时，赶紧闭上眼睛装睡，
而丢了自己的翩翩风度。

有些人知道不应该把
瓜果皮壳等扔在车内，却
顺手从窗口扔出去，这同

样是不道德的。在公共汽
车上吸烟是很不道德的表
现。雨天乘车，要把雨伞
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
里。

不管在公共汽车上、
火 车 上 、 地 铁 或 是 飞 机
里，保持安静是文明的表
现。公共场所排队等候是
必要的。坐列车时，较大
行李应放在行李架上。在
座位上，如果把鞋脱了，
伸出脚放在对面座位上，
这样自己当然是舒服了，
但很不雅观，更是对对面
的乘客极大的不尊重，尤
其是一些乘客的脚有异味
时。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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