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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上的图书馆

精神文明新实践

太阳花开报春晖

以自律开启文明之旅

递交物品的礼仪

她给自己起了个微信名叫太
阳花。太阳花，寓意忠诚、阳
光、积极向上。在铜陵市郊区灰
河乡太阳村有一个 90 后女孩
———古宏媛，用稚嫩柔弱的肩
膀担起了一家的重担，她就是照
亮这个家庭的“太阳花”。

悠悠寸草心

1991 年，刚刚出生不久的
古宏媛就遭父母遗弃，被太阳村
的养父收养。谁料快乐的童年没
过多久，古宏媛 10岁那年养父
就遭遇车祸去世，留下了年迈的
奶奶和聋哑的二伯。

从那时起，古宏媛就用自己
幼小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奶奶
常年卧床、二伯又不会使用液化
气，古宏媛每天都要将一天烧饭
的柴火提前准备好。

“我觉得自己像男生。”由于
会劈柴等粗重活，小小年纪的古

宏媛把自己定义为女汉子。“生
活上有点难事就慢慢来，总会做
好的，我感觉自己挺棒的，不怕
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好，再累
的事情、再难做的事情对我来讲
都无所谓，用心做就行了。”古
宏媛笑着说。

初中毕业后为了照顾家里，
古宏媛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打工挣钱养家。

2012 年太阳村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古宏媛孝老爱亲的事迹
受到大家一致称赞，也为她赢得
了给更多乡亲服务的机会。

奶奶在世时，古宏媛忙完了
家里一摊事，就匆匆赶去村里上
班。在村里上班，古宏媛最放心
不下的就是卧床不起的奶奶，下
班后不敢有丝毫停留就要往家里
赶。洗菜、切菜、下锅炒菜……

“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基本上做得
很少，不做的也有，我什么事情
都要做，但是我觉得也不错，是
种历练，这个家指望我，是一种
责任了，照顾好家人是我最重要
的一件事情。”

情暖太阳村

工作以来，古宏媛乐于助
人、热心公益，与村里残疾人、

空巢老人等特殊家庭结成“一帮
一”帮扶对子，定期为他们打扫
卫生、料理家务、买菜烧饭，大
家都亲切地叫她“小姑娘”。

郊区灰河乡太阳村党支部书
记朱忠旺说：“她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不到，非常了不起，她
也以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对待工
作。”

工作起来，她就是一个拼命
三郎。一年四季，披星戴月，不
停地穿梭于太阳村 18 个村民
组，挨家挨户走访，宣传民政、
医疗保险政策，看望慰问低保困
难户等。村里人时常开玩笑地说

“太阳都下山了，我们的‘太阳
花’还照样抬头挺胸”。

在村里的留守儿童心里她是
知心的大姐姐，放假教孩子做作
业、唱歌、画画，讲故事给他们
听。古宏媛还当起了农家书屋管
理员，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前来借
书看书的村民，并为他们推荐合
适的书籍。古宏媛依托农家书
屋，组织开展了学习日、学习
周、读书节等各具特色的学习读
书活动，将文化知识深深植入每
一个村民的心中。

2018 年，古宏媛被推选为
太阳村村委会主任。“我在村子
里土生土长，对我而言，这份工
作就是为娘家人服务。”村委会
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但房间内
却布满灰尘，原来是古宏媛怕村
里老人们上下楼不方便，特意搬
到一楼大厅办公。如今，古宏媛
的最大心愿就是带动村里经济发
展，让娘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她
用一腔热情，唱响了“不是血亲
胜血亲”的人间大爱，更温暖了
太阳村父老乡亲。

据中国文明网

微信名叫太阳花，是因为太
阳会给人温暖。虽然生活设置了
重重磨难，但太阳村里的这朵太
阳花却用阳光战胜了困难，照亮
了养父一家以及太阳村。

□白 州

十一将至，人们又要开始为
假期出游做各种各样的计划和准
备了：出游神器、美食攻略、路
线设计、景点选择……为了度过
一个愉快、充实的黄金假期，人
们总是会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
一遍遍翻看出游的行囊，生怕因
错漏物品而毁了假期的好心情。

不得不提醒一句，在出游必
备 的 清 单 中 ， 还 需 带 上 “ 文
明”。因为随着国人生活质量的
提高，对旅游品质的要求也日益

提升，人们对旅游的追求已经从
“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无
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加注重身
心的全方位体验。而这种体验单
纯依靠花钱多少、消费多少是无
法衡量的，更多是需要从人的文
明素养上加以打造和提升。

为什么在今天的旅游行业
中，特别注重强调文明旅游，就
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
文明在旅游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没有文明，再美的景色也会
因随意踩踏、攀折、刻画而被破
坏；没有文明，再好的心情也会
因插队、矛盾、纠纷而被毁掉。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
行业到单位、从集体到个人，为
加强文明旅游做出了很大努力。
出台行业法律法规、制定行为标
准、发布倡议书、发动志愿者宣
传引导、公布黑名单，等等，可
以说，文明旅游的观念已经深入
人心。但即便如此，每逢节假日

旅游旺季，仍不乏不文明的旅游
行为在媒体曝光。

可见，要真正在全社会形成
文明旅游的良好风尚，还必须人
人加强自律，提升自身文明素
养，真正由内而外重文明、讲文
明，将文明作为一种习惯来养
成，让文明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

自律，既是对个人，也是对
行业。每个游客要增强自觉与自
律，作为旅游行业也同样要强化
行业自律，时刻绷紧文明旅游这
根弦。

好导游能多一份耐心、好领
队能多一份细心、好旅行社能多
一份责任心，整个旅游行业的风
貌就会焕然一新，中国游客的文
明程度也就能向前迈进一大步。

旅游途中，每个人都是一道
风景。十一假期，让我们以文明
的心态、文明的姿态，开启一趟
身心愉悦的文明之旅。

近日，江苏省靖江市
马桥镇徐周村门前的广场
上人头攒动，不少村民登
上 市 图 书 馆 的 流 动 借 阅
车 ， 借 阅 自 己 喜 爱 的 书
籍。流动借阅车被靖江市
民 称 为 “ 车 轮 上 的 图 书
馆”。自2015年，靖江在泰
州地区首开先例，引进这
辆“流动图书馆”以来，
马洲书香随着车轮滚滚，
漂向了城乡每一个角落。

从外观来看，这辆流
动 图 书 馆 与 普 通 客 车 无
异，车身外侧顶部有一块
可伸缩的遮阳篷设计，并
配 有 一 块 小 型 电 子 显 示
屏，可发布车内图书信息
等。车厢内，除驾驶室和
后排，没有座位，取而代
之的是放置在两侧的五层
书 架 。 除 了 丰 富 的 图 书
外，车内的借阅条件也十
分不错。车内设有 wifi 热
点，并装配了空调，可为
借阅者提供舒适的温度。
驾 驶 位 后 方 配 置 了 借 阅
处，还可提供饮用纯净水。

靖江市图书馆馆长李
筱纲说，流动借阅车是图
书馆推出的一项文化惠民
举措，是对靖江现代阅读
体系建设的有效补充。投
用以来，流动借阅车以学
校、乡村、社区、军营为
目的地，不断扩大市图书

馆图书借阅服务的半径，
让更多市民，更加方便地
借阅到适合自己的所需书
籍。

在 靖 城 街 道 虹 茂 社
区，载有 3000 余册各类图
书的车厢很快被闻讯赶来
的 社 区 居 民 挤 满 。 车 厢
内，身穿红马甲的图书馆
志愿者们耐心地为社区居
民介绍书籍分类和借阅方
法。社区居民陈爵其看到
流动借阅车，新奇不已。
登上借阅车，他翻阅着书
籍，不禁赞叹：“想不到现
在书也能送到家门口了，
对我们这些不方便出门又
想看书的老年人来说，真
是方便！”

“在流动图书馆内借阅
的图书可在市图书馆各总
分馆间实现通借通还，读
者无须两头奔波。比如滨
江学校的学生用借书证在
流 动 图 书 馆 内 借 阅 的 图
书，阅读完后可到学校的
图 书 馆 滨 江 学 校 分 馆 归
还。”李筱纲介绍，为了让
市民借书流程更便捷，今
年，流动借阅车还开通了
芝 麻 信 用 借 阅 模 式 ， 凡

“芝麻信用”达到 600 分的
市民，即可免押金办理借
书证，扫描支付宝即可完
成图书借阅。

据中国文明网

古宏媛帮奶奶梳洗。

■短评

在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将一个物品递交给他
人是十分经常的事情。递
接物品应遵循尊重他人的
原则，要双手递物或接物
体现出对对方的尊重。如
果在特定场合下或东西太
小不必用双手时，一般用
右手递接物品。

学生接老师作业
学生把作业交给老师

时，应该将作业的正面朝
上，用双手递上。接过老
师递给自己的作业时，同
样要用双手，并对老师说
声“谢谢”。

接递较锋利的东西
递笔、刀、剪之类尖

利的物品时，需将尖端朝
向自己握在手中，而不要

指向对方。
接递茶水
如果是招待客人用茶

时，往往一手握茶杯把儿
或扶杯壁，一手托杯底，
并说声“请用茶”，若茶水
较烫，可将茶杯放到客人
面前的茶几上；如果接主
人敬上的茶，应站起身伸
出双手，说“谢谢”。

接递文件、名片
在递物时，应该双手

递送，以示对对方的恭敬
与尊重。如果是文件、名
片 等 ， 应 将 正 面 朝 向 对
方。在接物时，应该双手
接，对接过来的物品要表
示关注，同时点头示意道
谢，不应该漫不经心。

据中国礼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