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海曙区南门街道万安社
区乐活老闺蜜咖啡馆正式开业了。这
也是目前我市最“老”的咖啡馆，服务员
的平均年龄达到70岁，都是社区的志
愿者。这家名为“老闺蜜”的咖啡店位
于万安社区的城市书房。每杯咖啡售
价9.9元。最终所得收益将全部纳入社
区共富基金，用于支持社区建设。

3月18日《宁波晚报》

正如此“老”非彼“老”（非老店
也），咖啡香也有其特指意义，即与书
香有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宁
波正在大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以
2019年10月颁布《宁波市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为标志，宁波成了浙江省第一
个以立法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城市。
该条例规定，每年 4 月份为宁波读书
月，每年10月31日为书香宁波日。自
2020年以来，宁波已连续举办一系列
书香宁波日系列活动，影响遍及城乡。

城市书房作为建设书香宁波的一
个重要项目，近年来已相继在各街道
社区、村社开出。影响比较大的有，
2021 年10月31日开张的宁波书城24
小时城市书房，2023 年 4 月开张的位
于新碶街道凌霄社区的茂园城市书房
等。城市书房作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制的创新服务模式，采取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的方式，变单一服务为多元服
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图书馆受
限于空间和时间的弊端，大大方便了
市民的阅读，因而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城市书房的建
设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公共文化设施
布局不够合理，覆盖率较低，资金和人
员投入不足，服务不够均等化，同质化
的现象比较突出等，影响了吸引力和
上座率。正是看到“今年，到城市书房
来看书的居民有减少的趋势”，万安社
区听取了居民建议，把城市书房打造
成“书咖”，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品咖
啡。这才有了“老闺蜜”咖啡店的开
张。

期待咖啡香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
走进城市书房的同时，笔者提三点建
议：一是落实好《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
条例》，促进城市书房公共服务体系制
度的优化和完善，确保其在法律基础
上，符合要求并进行规范建设和运营；
二是完善城市书房管理制度，制定适
合本地的城市书房管理规范，从读者
服务、读者的权利与义务、资源建设等
方面进行规范，制定包含图书借阅规
则、读者阅览须知、监督管理制度等的
标准规范；三是积极开展读者活动，用
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更好地吸引和服
务读者。如新碶街道凌霄社区的茂园
城市书房，就不仅限于单纯的阅读分
享，今后“艺碶”文化空间将被打造成

“图书馆+”，联合多个政府部门与企
业，引进非遗、音乐、文学、亲子等多类
文化资源。

如此，城市书房的建设有望行稳
致远，书香宁波的推进必将更加顺畅，
馥郁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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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打造一处集设计、运营、生
活于一体的人文社区，这是浙江宁波
设计师张小晨的梦想。如今，她在宁
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鞍山村实现了这
个梦想，不仅创立了构城·安山人文聚
落，还引入20余家不同业态的企业入
驻，实现近百位城市白领在村里工作，
把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城市业态”下沉
乡村。 3月16日中新网

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吸引年轻人
创业创新方面也有着鲜明的比较优
势。一方面，乡村租金低，生活成本更
低，能够让年轻人生活得更有品质；另
一方面，“反向创业创新”满足了年轻
人对生活方式、社交关系的需求。此
外，乡村环境更加优美，能够满足年轻
人对乡愁和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城市，回
到乡村“反向创业创新”，生动、鲜活地
说明乡村同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反
向创业创新”既需要乡村为年轻人提
供丰富多彩的业态，让年轻人能够找
到价值实现的渠道；也需要健全公共

服务，让年轻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反
向创业创新”追根溯源，就是沿海发达
地区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乡野经济”
不断发展、乡村创业创新的环境不断
优化。更进一步说，乡村创业创新失
败成本更低，给予年轻人更大的包容
性和试错空间。

让更多年轻人从城市流动到乡
村，“反向创业创新”不仅具有经济意
义，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为提
升乡村治理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注入
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年轻人的知
识、技能、创新能力以及思想观念，不
仅会让乡村活力满满，也会改善乡村
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

乡村并非只有美丽的风景，乡村
同样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广袤的乡
土大地作为“希望的田野”，需要乡村
和青年的相向而行、双方奔赴。“反向
创业创新”不仅为年轻人找到了“我
该如何存在”的路径，也点亮了乡村
振兴的火把；当青年和乡村各取所
需、相互成就，就会让希望之灯更加
明亮闪烁。

阿拉有话

“反向创业创新”
只有双向奔赴才能互相成就
杨朝清

3 月 16 日，在第三十二届
“世界水日”和第三十七届“中国
水周”即将到来之际，宁波“幸福
满河湖 人水共和谐”主题活动
在美丽的姚江水岸启动。

3月17日《宁波晚报》

水是城市的灵魂与命脉。
宁波的“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系列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有助于提升市民珍爱“生命
之源”“文明之源”的意识，全力
打造人水和谐的美好家园。

尽管宁波水资源相对丰富，
但供需矛盾仍旧存在，节约用水
任重道远。节水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社会责任。要通过声势
浩大的宣传教育和喜闻乐见的
实践活动，引导全社会节水、爱
水、惜水，树牢“惜水如金”观念；
还要运用科技手段推进“节水革
命”，拧紧水龙头，多一点“精打
细算”，护好“水缸子”。

这几年，宁波以“幸福满河
湖 人水共和谐”为主题，坚决向
污染宣战，坚持把提升水环境作
为改善群众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美丽宁波建设的发力点，围绕水
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改善提
升，打出组合拳，作出新探索。
从河长制到断面长制，从控源截

污到排口纳管，从清淤活水到河
涌保洁，黑臭河道逐步消失，水
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呈
现出“水清岸绿景美”的初步成
效。

水环境治理是“病去如抽
丝”的渐进过程，既要拿出壮士
断腕的决心，更要保持滴水穿石
的韧劲。打赢“碧水攻坚战”任
重而道远，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方面要在“一河湖一策”上下
功夫，对标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一项一项分析溯源，一条一
条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要“全水
域施策”上下功夫，树牢治水大
局观、整体观，水岸联动、条块联
动、区域联动，真正走出一条人
水和谐的新时代绿色发展之路。

宁波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擦亮“水韵宁波”的城市名片，不
仅要植入文化基因，而且要注入
生态元素，充分利用富有地域特
色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特质，依托
天然水景观和历史人文景点，推
动水文化与全域旅游的深度融
合，努力实现山水相依、城水相
融、人水相亲。

一言以蔽之，以“水”为笔绘
就美丽宁波的壮美生态画卷，是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需要我们
不断调整治水思路，完善治水体
系，善作善成、久久为功。

由“咖啡香”氤氲“书香宁波”想到的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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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护水要多一点“精打细算”
徐剑锋

街谈巷议

近日，天津的李女士向记者
反映：自己前不久给年幼的孩子
买了几本儿童绘本，这几天读到
一本名为《××猪打呼噜》的绘
本时，发现里面的故事导向有问
题——××猪因为害怕自己睡
觉打呼噜影响到小伙伴，晚上拿

出安眠药，把已经睡着的小伙伴
晃醒，说我打呼噜怕吵到你们，
把安眠药吃了以免受到影响。
连日来，记者根据家长提供的线
索购买了近 30 本儿童绘本，发
现问题不少。

3月18日《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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