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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香 致 远 悦 读 悦 人

刊头题字：季 宇

姻 十二月———一月读者活动公告

合图·书香悦读沙龙

时间：2017年 12月 2日起每周六
下午：3:00

地点：三楼读者活动中心

冬日书香浓

———朱传国先生《永远的旧书店》首发式

时间：2017年 12月 3日（周日）
上午：9:00

地点：三楼读者活动中心

2017年绘本故事晋级赛

时间：2017年 12月 3日（周日全天）
地点：三楼读者活动中心

新庐讲坛

———均衡饮食 合理营养

时间：2017年 12月 9日（周六）
上午 10:00

地点：三楼读者活动中心

2017年绘本故事决赛

时间：2017年 12月 17日（周日）
上午 9:00

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文化大讲堂第 51期

时间：2017年 12月 29日（周五）
下午 3:00

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摄影沙龙

时间：2017年 12月 30日（周六）
上午 9:00

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安徽艺术沙龙

时间：2017年 12月 31日（周日）
上午 9:00

地点：一楼东会议室

新庐讲坛

———微量元素与儿童健康

时间：2018年 1月 13日（周六）
上午 10：00

地点：三楼读者活动中心

摄影沙龙

时间：2018年 1月 27日（周六）
上午 9:00

地点：三楼学术报告厅

安徽艺术沙龙

时间：2018年 1月 28日（周日）
上午 9:00

地点：一楼东会议室

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和预告，请加合肥市图书馆微信：hflib1958
登录合肥市图书馆网站：http://www.hflib.gov.cn
合肥市图书馆读者 QQ 群：371862536
关注合肥市图书馆官方微博：@合肥市图书馆

序号 统计项目 统计数值 备注

1 进馆读者人次 112008

2 借阅册次

社自科 23244

文学 26991

期刊合
订本

1185

3 办证人次 6343

合计
51420
（册次）

2017年 10月—11月数据统计（主馆）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你们好！
春花秋实，岁月流金。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合肥市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你们

一路走来的陪伴和理解！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回望来路，最难忘的时光已烙印在年轮深处。过去的一年，合肥市图书馆接待读者 88

万人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400多场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闭馆改造优化升级项目，以全
新面貌服务读者。保罗的口袋分馆与悦书房为大家营造了温馨的阅读环境，“快递到家”开
启了“任性”借阅模式，“刷芝麻信用，免押金借还”为高信用人士简化了图书证办理手续
……我们图书馆人不忘初心，坚守文化自信，致力服务创新，努力做读者的同路人和全民
阅读的引领者。过去的一年，感谢有你们，一路相伴，一路相随，合肥市图书馆荣获“全民阅
读示范基地”和第十一届安徽省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大湖名城·悦读合肥———夕阳红公益
活动”荣获“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活动”称号。
时序更替，留下奋斗者前行的足迹；一元复始，带给开拓者希望的崇光。新年新征程，我

们将积极协助推进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和城市阅读空间的建设工作。我们将不断推出更具公
平性、普惠性的服务举措，让每一个求知的渴望都有生长的土壤，让每一对思想的翅膀都有
驰骋的天空。

2018年，合肥市图书馆将与你同行！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让我们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开创事业发展更加光明的未来！在此，谨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并致
以新年的祝福！

合肥市图书馆
2017年 12月

全民阅读 你我同行
———合肥市图书馆致读者的一封信

12月 13日，文化部第七评估组一行５人莅临合肥市图书馆

开展实地评估，北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倪晓建任组长，评估宣讲

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任副组长，吉林

省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爱云，原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

长韩筱芳为专家组成员，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雷兰芳担任联

络员。安徽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刘奇中，安徽省图书馆党

委书记、馆长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建涛，安徽省图书馆

办公室主任钱兰岚，安徽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武巍泓，合肥市

文广新局副局长陈江丽陪同检查。合肥市图书馆馆长李永钢带领

本馆工作人员进行迎评工作。

合肥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陈江丽首先欢迎专家组一行，并简

要介绍了合肥市的全民阅读情况，林旭东馆长随后介绍了合图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优异的表现，接着，专家组听取了李永钢馆

长对我馆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的自评估汇报以及近年来的重点工作和创新亮点。倪晓建理事

长高度肯定了合肥市政府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他认为合肥市

图书馆在策划读者服务品牌、社会效益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悦书房”品牌、“快递到家”服务

和“保罗的口袋”分馆成绩突出、特色鲜明，他还在政府对人才

队伍的建设尤其是专业素质培养方面提出建议。

评估组专家通过审阅材料、现场提问等方式，对图书馆的

服务效能、业务建设和保障条件等材料进行仔细深入查阅、复

核，并实地考察了主馆的功能布局、借阅服务、活动展览等工

作。晚上，评估组一行实地走访了“保罗的口袋”分馆，了解了合

肥市图书馆借助社会力量共建图书馆的成功实践。

合肥市图书馆自今年年初开始，积极响应文化部关于第六

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安排，本着“以评促建、

以评促管、以评促用”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提高图书馆服务质

量和办馆水平”为目标，对照评估标准，认真组织

培训学习，严格按照评估要求开展工作，如期完成

评估平台各项指标的填报和各类业务材料的整理

准备工作。

合肥市图书馆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认真总结

提升，进一步完善建设内容，全面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工作，不断扩大公共图书馆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力争在

合肥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文化部第七评估组专家
莅临合肥市图书馆开展实地评估



爬 山 虎

名留史册 万古流芳
———不得不说的合肥进士

最近总是不经意间就撞见一墙爬山虎，有时是在陌生

的地点，有时是经过熟悉的路。

上周去黄山路修手机，首次停车在科大北区。和朋友下

车，在一幢幢颇具历史感的老楼间，远远望见一睹与众不同

的墙，上面叶子稀稀落落，细茎弯弯曲曲，像长满皱纹的老

者的脸，和人深深对望。“你看，爬山虎。”他说。

秋天的爬山虎，没有佝偻着腰，虽颜色老态，却还保持

着顽劲的生长姿态。它紧紧抓着脚下的砖，从粗到细，向前

攀岩。想起本科校区旁的泰晤士小镇，那异域风情的建筑群

中，也有一面挂满爬山虎的墙，见的时节总是夏天，和三五

好友一起，谈笑间就看到层层叠叠，浓绿欲滴的它们，像是

倾泻下一瀑蓬勃，又像是挥洒出满目溢流。忍不住跑上前去

合影，在浓密的叶压倒性的渲染下，照片中的人身总显得矮

小，而在满墙升腾的朝气里，镜头下的脸庞，却尤其年轻了。

眼前的爬山虎在合肥，记忆中的爬山虎在上海，一个长在老

旧宿舍群，一个生在新式别墅楼，都是一面墙，却因着爬山

虎的攀爬，形成不同的景象。呵，这小小的脚，竟藏着那么大

的能量，从南到北，从低到高，从往到今，不停爬，爬出土地，

爬到半空，爬成一泻千里的绿色幕布，爬到凋零了叶，还有

枯干的茎紧抱着所有可以依托的抓手，大多是墙，也有树

干，电线杆，藩篱，只要是可以向上的着力点，都能存活它瘦

弱的躯体。想来也是惊叹。

这周和科长去法院调卷宗，骑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等

红灯的时候，也看见一墙爬山虎。无数次经过这里，都没有

留意，这次竟和它有了半分钟的对视。这墙是民房，自建的

三层楼，倒是挺高，爬山虎的脚一直长到了房顶，在红色的

砖瓦间穿行，还一直蔓延到了别人家。秋日懒洋洋晒着它，

摇晃着的叶在风中有些耀眼，更耀眼的是它一直往前的身

姿，好像要把整个楼顶，甚至邻居家的墙壁都铺满。遐想此

后，我每次路过都不细看，来年夏天猛然一见，这里已生长

成爬山虎的汪洋，阵风扫过，绿海波涛，滚滚碧浪……

兴许是叶圣陶先生的《爬山虎的脚》，小学课本上的那

篇印在脑海深处，根深蒂固；兴许是匆忙的生活突然刹车走

入舒缓，让视线有时间停下仔细观看；兴许是同行的他的一

句”你看，爬山虎”就唤起无数似曾相识的瞬间；兴许是它爬

着爬着就留下一墙斑驳，叶糙茎干，却在秋风中不失生机的

摇曳，还勾来那么一点感动。总之，它在视野的边角处跑了

无数次龙套，却不知何时，竟成了值得记录的主角。

谁能想到它攀爬的动力，是为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

缘身在最高层”，还是因着“一夏攀登迎烈日，三秋环绕傲寒

霜”，是为了高高在上，引得注目，还是因着足下生风，赢得

尊重？当它还是一株幼苗时，也不曾想过会生出可以巴住墙

的圆片的脚，也不曾想过要去挑战那些未曾抵达的高处，也

不曾想过会长得牢固到需要使劲才能扯下来。那一大片一

大片吸引着行人的爬山虎，也曾默默无闻，无人知晓，它只

是找到自己的墙，倾身于它，而后专注攀爬。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枯萎了，后来连

痕迹也没有了”。触到墙的爬山虎，经过一点点的积累，长成

人们眼中的惊叹和笔下的赞美。那么，天地间一样小小的我

们，是否专注于某一种攀爬，又是否找到自己的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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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鲁胜宝

姻 阅读空间

《合图·悦读》

事征 稿 启

亲爱的读者：
您好！为更好地提供优质服务，《合图·悦

读》“馆读之间”、“阅读空间”栏目面向社会各
界征稿，欢迎广大读者赐稿。
“馆读之间”栏目旨在倾听读者声音，增进

我馆和读者的交流、沟通。各位读者可以以此
为平台，对我馆馆藏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工作、
讲座、展览和读者活动以及《合图·悦读》栏目
设置和内容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的原
创书评、影评、散文、诗歌、小说、绘画、书法、摄
影作品等刊载在“阅读空间”等栏目。该栏目体
裁不限，作品原创，文责自负;1000字以内；文
后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和电子信箱。

电子文档请 E-mail 至：hftsgzc@163.com，
邮件标题标明“《合图·悦读》投稿”字样。（凡投
稿并经录用者，即略致稿酬。）
联系地址：合肥市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图

书馆四楼）

阴 申岩

姻 读者来稿

自唐、五代、宋、元至明、清，合肥产生文状元 4人、武状元
1人，文榜眼 2人、武探花 1人，会元 2人。据不完全统计，共
有文进士 304人，武进士 108人，合计 412人。他们的事迹可
归纳为八个部分：
一、节亮风清，刚正清廉

节亮风清，刚正清廉，首推包拯。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进
士，流芳百世的事迹很多，在这里只举包拯的三件事迹。

一是“陈州放粮”：二是“运粮戍边”；三是“出使辽国，维护
国威”。
第二位数李天馥。李天馥是清顺治十五年进士，官任工

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深
得康熙器重。他为官三十年，对包拯推崇备至，以包拯清正廉
洁为己任，身体力行，凡事秉公办理，赢得卓著政绩。正因为
他言行一致，以包拯为榜样，赢得“合肥包公第二”美誉。史评
其“有古大臣之风”。
第三位是元代的余阙。他与文翁、包拯合称“古庐阳三

贤”，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合肥知县覃怀曾建三贤祠以
祀。
二、知人善任，兴利除弊

马亮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他在不同任职期间，选
拔的一批人才，后来均位至卿相，成为一代名臣，故世人称马
亮知人善任。他还对地方的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在饶州期间，
州中有铸钱监，工匠多而铜、锡等原料供应不足，马亮申请分
去一半工匠另在池州设监铸钱，每年增铸缗钱十万；在广州任
上，海船长久不来贸易，马亮派人去招商，第二年，来到广州贸
易的海船比当初还多一倍。任杭州知州时，他主持修筑前几
任地方官都无法完成的钱塘江大堤。
马亮之子马仲甫也是位进士。任登封县知县时，他为百

姓开凿险道变为通途，百姓为其刻石颂扬。任淮南转运使
时，属下扬州、真州为官府粮食征购区。因这两个州人多粮
少，米价居高不下。马仲甫了解到稍偏一些的通州、泰州产
粮虽然年年有大量盈余，却很少有客商前去购买，将通州、
泰州改为官府主要粮食征购区。这一改，既使扬州、真州米
价下降，也使通州、泰州两地的大量余粮有了销路，惠及了
四地百姓。

三、从政惠民，捐资济世
明代进士巢县人曹琥，在任户部主事，因对宦官干政，仗

义执言，反遭以“诬告”罪，被当堂杖责贬职，下放任期间，敢于
抵制宁王和镇守官员借口进贡朝廷,对百姓横征暴敛。他犯颜
直谏，为民请命，减轻税赋，申请减免黄冠禄米，深得百姓爱
戴。其传载入《明史》。

明代进士许如兰任绍兴知府时，深入乡村调查民情，减轻

税额，兴办学校，士民称颂。绍兴境内的百年海塘关水闸即将
毁坏，三江至汤守段主渠道严重淤塞。为保障萧山、山阴、会稽
三县百姓安危，他带头捐俸银，率三县官民重建水闸，疏理渠
道，并订立渠道永久疏通章法，确保农业年年丰收。《浙江通
志》《绍兴府志》《绍兴县志》都盛赞他的功绩。

李鸿章从子、李蕴章长子李经世，是清光绪六年进士。光
绪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大灾，他首捐巨资赈灾，不求人
知。光绪十四年庐州遭旱灾、蝗灾，百姓四处流亡，李经世首捐
白银 5000两，并劝人募捐救济灾民。

四、忠贞报国，视死如归
清咸丰十年进士刘秉璋是一名儒将，“镇海之役”是其

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中法战争爆发，他临危受命任浙江巡
抚，积极部署海防军务。大战前夕，人心浮动，为稳定军心，
刘秉璋将家眷接到杭州，向全家宣布“中法即将开战，我必
以全力以赴。如果战争失利，我将对国尽忠，至时夫人要尽
节，三个儿子要尽孝，小四小五两个尚小，就送给李鸿章抚
养算了。”他的部下浙江提督欧阳见利在他的影响下，给家
人每人发一块金子，说：如果仗打败了，全家都要吞金自杀。
就这样，他们以“尽忠尽孝”，以死报国行动，稳定前线将士
以死痛击法国入侵之敌决心，依靠地方的财力和兵力，抗击
装备精良的法国远东舰队的进攻和封锁。他与全体将士坚
持战斗长达 103 天，三次打退法舰进犯镇海，取得外交和军
事上的全面胜利。

清同治十三年武进士张文宣，在驻守旅顺要塞期间，率领
护军营将士在旅顺口、刘公岛等地增筑炮台八座，督率士兵加
练新式陆操，使刘公岛居然成为海防重镇。他治军严格，爱护
士兵，刘公岛上绅士百姓专门为他立了一块“治军爱民”功德
碑，时至今日，这块功德碑仍然存留在刘公岛上。中日甲午战
争期间，北洋海军投降后，他仍率护军营多次击败日军来犯，
直到弹绝、粮绝、援绝，他身上多处受伤，宁死不降，服毒自杀，
以身殉国。

五、教育为重，培养人才

合肥籍进士中有众多热衷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明代进
士窦子偁，在任泉州知府时，以同安县废观有田 525亩为豪民
私占，申报收为官田，每年纳租府学，作为学宫修缮及赈济贫
寒生员费用。他挂冠归里后，热心捐资地方，修建学校，修祠置
祭祖，赞守令修学，助置学田。

此外，余阙、柳希玭、宋衡，王正茂、黄鸣杰、杨欲仁、龚善
思、刘礼章、吴守仁、戴鸿恩、蒯光典、张桐轩、刘秉璋等进士，
或创建书院，倡建义塾、文社，亲为学生讲课；或任书院主讲，
造就人才，有的十数年如一日，醉心教育，直到去世。

然而，上述合肥诸多进士的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之举，与

李鸿章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
商大臣期间，在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同时，积极兴
办近代教育，创办了外国语言文学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
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电气水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专业
学校，培育了大批现代人才。
六、文化建设，不忘家乡
合肥的进士对文化建设有着诸多贡献，在此只说一说

李鸿章及其家族发迹后，不忘家乡文化建设的四件事。一
是，为合肥培育人才，增加乡试中式名额。二是，捐银修葺包
公祠。三是，倡议捐募钱款，续建文峰塔。四是，倡修府城隍
庙。
七、收藏文物，贡献国家

龚心铭、龚心钊是兄弟俩，同为清末进士，同为清末民初
收藏鉴赏大家，他们两人各自收藏的国之重器秦商鞅量等文
物。由于他们后辈对国宝的不同处理方式，致使他们的命运各
不相同。
龚心铭收藏的商鞅量等文物颇受一番周折，儿子龚安东

为遵父遗嘱，在文革中受折腾而死。直到文革后，他的孙子辈
们才将他收藏的“商鞅量”等 303件文物，作价转让给上海博
物馆。
龚心钊是清代著名外交家，他的收藏主要有：一是印章，

二是紫砂壶，三是字画，四是战国越王剑，五是宋代汝窑盘，六
是秦商鞅量。
龚心钊于 1949年病故。1960年，经上海有关部门动员，

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将祖上留下的 500多件文物捐献给上海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龚心钊的事迹被
记载在《上海市地方志》里。
八、酷爱文学，著书立学

宋代进士姚铉，用了十年时间，收录采集唐代文章，纂为
百卷，名曰《文粹》，今称《唐文粹》，为萧统《文选》之后又一总
集，是研究唐代文学必备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
价：“毅然矫五代之弊。”
明代进士蔡悉，累官南京尚宝卿。辞官归里后，在郊外修

筑一馆，致力著书立学，先后著有《大学解》等 70余种。明神宗
赐额“理学名臣”。
龚鼎孳，十八岁成为明崇祯七年（1634 年）联捷进士。

他极负文名，康熙看了他的文章，叹曰“真才子也！”著有《定
山堂诗集》43卷 3965首。以及《定山堂诗集》《定山堂诗余》
《定山堂古文小品》《浠川政谱》《露浣园稿》等 10余部著作。

除此，诸如进士黄道年、黄道月、许如兰、王濅大、王纲、李
天馥、许孙荃、李孚青、田实发、李鸿章等，均有著作问世。

本文为简本，要知详情，请阅《合肥登科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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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健康是人生的第一大财富，人们在追逐高品质生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笔“巨额财富”。等到

病入膏肓———财富损失惨重的时候，猛然警醒发现为时已晚。如何才能既功成名就，又拥有这笔“巨

额财富”呢？由合肥市图书馆学会联手合肥市健康管理协会在其知名品牌“新庐讲坛”中，为热爱健

康、珍惜生命的仁人志士，倾情奉献了多期“健康大餐”———健康的自我管理、慢病当前，我们该如何

应对？秋季养生等话题，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为什么健康要自我管理呢？很多人会说，我有
病花钱看医生不就行了？我又不是从事健康管理
行业的，怎么管理？这是很多人都抱持的观念，这
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健康人群与发达国家相比让
人大跌眼镜。

世界卫生组织（WHO）营养与健康专家中岛
宏早就说过，很多人是死于无知，而不仅仅是死

于疾病。我们对健康的理解太肤浅了，大街小巷
到处都挂着“健康素养 66 条”的横幅，请问究竟
有多少人真正具备健康素养？根据权威部门调查
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真正具备健康素养的人群还
不到 10%，这说明我们在如何维护自己的健康上
要补的课真是太多了。很多人在对待健康的问题
上可谓是“叶公好龙”。我这样说毫不为过，因为
嘴上说的健康很重要，可实际生活上从来不去从
健康的角度去衡量、去审视。这也是之所以慢病
高发的社会基础。只有您具备了健康素养———有
了健康的知识，才能有健康的理念，有了健康的
理念才能有健康的行为和习惯。尤其世界卫生组
织（WHO）在向全世界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发出健康专家的重要论断：一个人的健康和
长寿：60%取决于自我保健，15%取决于遗传基
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卫生，
7%取决于气候因素。一言以蔽之，健康的 60 分
来自于自我保健，也就是您采取何种生活方式，

是决定您一生健康与长寿的关键之关键。尤其在
我们这样一个国度，多年来一直都是临床医学，
即治疗医学，现在要“提速换挡”了，要开展全生
命周期全程的“健康医学”，首先就是要开展健康
的自我管理，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遏制住慢病
的高发势头，才能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没有
全民健康，何来全面小康？

中医有云：春耕夏酝秋收冬藏，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是人体经过
夏天酷暑后，胃肠系统由于经过饮食上的喜寒凉，逐步过渡到贮藏食
物精华、营养收集的生理过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中医根据四气五
味以及风寒暑湿燥火，和人的情志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去调节生理机
能，从而适应自然界的变化，所谓天人合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营
养医学的角度，虽然不像中医那么强调养生的四气五味，但主张每个
个体都应当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能量需要量与消耗量的平衡点，即
你每天摄入的能量与消耗的能量保持平衡，不至于过多而导致超重
和肥胖，也不会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年轻女士）摄入过少或不足而
引起营养素的长期缺乏，也就是长期的“隐性饥饿”。当然，这一“平衡
点”需要在营养师或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与协助下，才能更好地找到一
个适合自己的健康选择。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
也是强调养生保健过程中，注重多样化，世界上没有不好的食物，只
有不好的搭配。“好”———即“度”。科学合理膳食模式，提倡的是既不
缺乏，又不过量。纵观全球各种膳食模式中值得推崇的地中海膳食模
式，日本膳食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无不强调膳食搭配的合理性，即找
到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各自不同遗传基因和膳食习惯的饮食构成。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和人口老龄化步伐的逐步
加快，各种快餐店、肯德基、麦当劳以及外卖的急速兴起，在方便人们

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也伴随
着营养不均衡威胁着人们尤
其是上班族的健康。在这里
我们不是对新事物的排斥，
而是呼吁有关部门加强食品
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监管，
让其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
轨道，本着对人们健康高度
负责的精神，扛起全民健康
奔小康的大旗，负起时代的
责任。

健康的自我管理概述

生秋 季 养

温馨提示：“新庐讲坛”开讲于每月第二个周六上午 10：00，欢迎读者朋友们前来参加。

慢性病是指那些没有明
确得病时间，对健康损害大又
迁延不愈，医疗花费昂贵和高
致残率，但是有明确预防措施
的一组疾病。主要包括：高血
压、糖尿病、癌症、呼吸系统疾
病、精神心理疾病。据权威部
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去年全
国的卫生开支 4万亿，仅慢病
就占据 70%之多，超过 2.8 万
亿，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已经赶上并超过了 GDP的增
长速度，而且慢病所导致的死亡率来看，在每年所有死亡（1030万）中
也是最高的，占总死亡的 83%，尤其现在呈现出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比
较严重，这些人群恰恰是我们的主要劳动力。现在儿童得成人病，年轻
人得老年病的现象尤为突出。这主要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以及
疾病的累积效应，很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往往是根植于儿童，发展于
青年，发病在壮年，加重在老年。

在谈到积累效应时，谈及现在的婴幼儿的生长环境，在饮食营养方
面，典型的营养素缺乏病已经非常罕见，重点是“隐性饥饿”，也就是微
量营养素的摄入不足问题，这就很有必要在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进
行营养课的教学规划，开展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以及中学生的“食育”
教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国民健康素养，才有可能更好地预防慢
病，这就如同治理河流污染，如果你仅仅注重污染后的治理，那就只能
是事倍功半，如果在河流的上游控制好污染源，那将是事半而功倍。因
此，慢病当前又如此泛滥，我们不能只把有限的资源仅仅用在看病上，
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前景最有价值的上面，当然也不能忽视对
成年人采取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教育。

慢病当前，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朱传国先生《永远的旧书店》
一书在合肥市图书馆进行首发 合肥市图书馆现场接受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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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 18日，合肥市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
和职工集体观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式，并认真聆听了
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2、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重要精神，全
面了解 2016年以来文广新系统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落实“两个责
任”，全面加强从严治党，加快推进文广新重点工作，10
月 25日，由市文广新局直属党委书记梁越文带队的合
肥市文广新局党风廉政建设专项督察组到合肥市图书
馆开展专项督查。

3、10月 27日下午，合肥文化大讲堂第 49期在合
肥市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胜宝应邀做客“合肥文化大讲堂”，作《不得不说的合
肥进士》专题学术报告。

4、10月 28日, 读者们带着健康问题和生活保健
疑问纷纷来到合肥市图书馆，参加由合肥市图书馆与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在
合肥市图书馆一楼大厅联合举办的秋季大型义诊活
动。

5、10月 30日上午，合肥市图书馆全体党员职工在
党员活动室集中开展了“学习新思想，走进新时代———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学习活动。

6、11月 8日，在肥东县文物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李
建安的陪同下，肥东周氏一族代表向合肥市图书馆捐
赠了《爱莲堂周氏宗谱》。副馆长李涵代表合肥市图书
馆接收了此次捐赠。

7、11月 15日，为提高合肥地区图书馆服务能力，
促进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业务技能的提升，由合肥市
图书馆学会、合肥市图书馆组织开展的“首届安徽省公
共图书馆业务技能大赛合肥赛区初选赛”圆满结束，活
动在合肥市图书馆举行。

8、正值合图志愿团正式成立两周年的日子，为了
进一步紧密联结合图志愿者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关
系，扩大志愿服务范围，推动志愿活动纵深发展，11月
19日，合图志愿者来到合肥大夫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为居民们带去冬日的温暖。

9、11月 20日，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市图书馆学会
在谢阳春书记的带领下，携带 130余册孤独症康复教
育急需的专用书籍和 20多套教学辅助器具及乒乓球
桌、篮球、羽毛球等 20多件体育器材，捐赠给合肥市孤
独症康复协会。合肥市孤独症康复协会李全志会长代
表广大的孤独症群体给合肥市图书馆赠送了锦旗、颁
发了捐赠证书。

10、11月 21日，为了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合肥市图书馆与琥珀街道联合举办的家风建设
宣传年文艺演出活动在合肥市图书馆举行。

11、11月 22日至 11 月 24日，由合肥市图书馆、
合肥市图书馆学会主办，庐江县图书馆协办的合肥公
共图书馆联盟 2017年业务培训会在合肥市庐江县成
功举办。

12、11月 24日下午，合肥文化大讲堂第 50期在合
肥市图书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省政府参事、安徽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钱念孙应邀做客“合肥文化大讲
堂”，作《李天馥的政治人生与诗歌创作》专题学术报告。

13、11月 26日，随着《千年丝路与我们的丝路》讲
座的结束，时间跨度近三个月共计 9期的《跟随“一带
一路”，我们一起穿越》原创大型历史文化系列讲座在
合肥市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圆满收官，同时，2017年度
“趣味国学”课堂正式落幕。

14、11月 26日，澳洲儿童教育专家 KenTaggart和
桃乐老师 Dora Kuo来到合肥市图书馆，做了一场主题
为《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的经验分享活动。

15、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时
为读者传递十九大报告内容信息，2017年 12月 11日
-24 日，合肥市图书馆在一楼大厅举办为期两周的
“掌声聚民心，开启新时代”学习十九大报告图文展。

16、12月 14日，由合肥市图书馆、人民网安徽频道
主办，爱心企业华邦集团独家协办的“梦想图书馆”第
三季走进肥东马湖学校，寒冷的冬天里，为乡村学校的
孩子送上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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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大湖名城 悦读合肥”全民阅
读活动，促进早期阅读，激发儿童阅读兴趣，给孩
子们一个锻炼和展示自己的舞台，12 月 17日，由
合肥市文广新局主办，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市少年
宫、合肥阅趣馆、合肥悠贝亲子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合肥市 2017 年‘大湖名城 悦读合肥’绘本故事
表演比赛决赛”在合肥市图书馆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幼儿组（3-6岁）和少儿组（7-12
岁），分别设置了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若干。担任此次评委的有：包河区文化
馆馆长潘杰，合肥晚报采访中心副主任、时政新闻
部主任叶琳玲，安徽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蒋小
平，合肥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吴婕，资深英文
绘本推广人桃乐。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选手们表现得落落大

方，彼此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共同演绎了一个
个经典有趣的绘本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三袋
麦子》、《说谎比赛》、《萤火虫找朋友》……夸张的表
演动作、灵动的面目表情、流畅的故事讲述体现了
绘本阅读的魅力。形象的动物面具、各具特色的道
具、精心准备的服装、清新动听的背景音乐使得整
个比赛引人入胜，尤其是幼儿组小朋友讲述的《不
要随意改变自己》、《蝌蚪的诺言》更是赢得了在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近年来，文学性和艺术性兼具的绘本故事越来
越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一个个看似简单的绘本故
事表演，不仅促进了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学习，也让孩
子们在欢乐的绘本故事表演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体验
阅读的乐趣，收获自信。合图将进一步举办类似的公
益文化活动，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添砖加瓦。

11月 26日，“2017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论
坛”第二次会议在杭州图书馆召开。来自全国公
共文化建设和公共图书馆领域的 10余位专家学
者和 30余家省、市、地（区）级公共图书馆的代表
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全民阅读推广的创新之路，
见证了“图书馆 +信用”的模式走向全国公共图
书馆的重要时刻。会后，全国 23家公共图书馆共
同签署了《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宣言》。

近年来，合肥市图书馆以“与阅读者同行”这
一理念为工作方向和目标，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实

践，探索以共享、联盟、悦读 +为主要特征的图书
馆服务模式，得到了业界专家和广大市民的充分
肯定。17年 8月 22日，合图联手支付宝蚂蚁金
服旗下芝麻信用联手打造信用图书馆，面向广大
市民推广免押金信用借阅服务，简化高信用人士
图书证办理手续，开启“信用 +阅读”公益借阅新
模式。作为首批 15家开通信用借阅服务的公共
图书馆，合肥市图书馆推出的信用图书馆为倡导
诚信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市民文化素
养，营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良好氛围。

12月 3日，为了坚守合肥增知书店这块城市中心
的文化地标，在老板朱传国患癌去世一周年之际，他患
病期间的倾力之作《永远的旧书店》一书在合肥市图书
馆进行首发。

说起增知书店，很多读者都不陌生。它是合肥市
最老的旧书店之一，位于六安路上，无数爱书之人将
这家旧书店当作自己的“精神港湾”。2015 年，增知书
店一直关着门，关心它的人意外得知：老板患癌，书
店濒临倒闭。消息发布之后引来各方关注，许多市民
前往书店购书支持。当年，朱传国的首部作品《最后
的旧书店》出版后，市民们争相购买，希望以自己的
绵薄之力帮助这家旧书店。热心人士的善良之举温

暖了整座城市，也温暖了每一位爱书人的心。如今，
老朱离开了他牵肠挂肚的书店，儿子朱成龙接管了
书店。
《永远的旧书店》是朱传国先生心路历程的又一记

录。2015年，在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后，朱传国坚持记
录下所感受到的人间温暖，留下了数万字的真实记录。
这些文字或是对个人经历的回忆，或是对合肥历史的追
寻，或是对人生的感悟，或是对社会热心行动的感动，文
字质朴真情感人。

合肥市图书馆在得知“合肥知名旧书店增知书店老
板身患癌症书店面临生存困境”这一消息后，于 2015年
4月 8日来到增知旧书店查缺补漏，购买了万元图书用

于丰富馆藏并供市民阅读，与朱先生和增知书店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同年 11月 21日，朱传国先生携新书《最后
的旧书店》来到合肥市图书馆分享人生经历与感悟,带
领现场听众一起走近“最后的旧书店”，受到读者们的喜
爱。2016年 11月 24日，朱传国先生又将生平收集的上
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绘制的合肥地图共计 42种，
46件全部捐赠给了合肥市图书馆。此次活动中，朱传国
先生的家属还向合肥市图书馆捐赠了《永远的旧书店》
一书。

活动现场，众多文化界人士分享了与朱传国先生生
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到场的听众也受赠《永远的旧书店》
一书。

2017年绘本故事表演比赛决赛在合肥市图书馆成功举办

“图书馆 +信用”点亮全国 23家公共图书馆
合肥市图书馆签署“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