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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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霸占你的书房

□徐晟

———读《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 12 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79 零售：1 元 ／份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 20170037 号 广告热线：63522410 发行热线：63526151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副刊【情怀】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黄巍│２０23年 6月 5日·星期一

学者杨早说：“书房的构建，
是主人精心铺设的阅读路径，通
向自己想抵达的境界。 ”书房，对
于喜爱阅读的人来说， 始终充满
吸引力。 名人书房更是多了一分
神秘感。 资深书评人绿茶 《读书
与藏书： 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
读史》 的出版， 也就烙上了 “呼
之欲出，应运而生”的深刻印记。
作者走访27位中国当代文化名
家， 围绕读书与藏书展开深度
对话 ， 在书房这一富于智识的
精神空间中， 与书房主人畅叙个
人阅读经历， 阐说读书观与藏书
观。

这27次坦诚交心的对谈， 本
是作者一力促成的雅事。 所以，
行文洒脱， 字里行间难觅官腔套
话痕迹 ， 不是冷冰冰的新闻采
访， 而是文人老友的谈天。 书中
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的放矢， 每一
份回答也都极为真诚 。 阅读经
历、 童年启蒙、 读书喜好、 书房
变迁、 读书与写作、 阅读与生活
的关系……在娓娓道来中， 文化
大家们的读书取向、 藏书方式一
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学者陈平原和夏晓虹夫妇，
两人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他们
家中， 客厅、 餐厅以及通往厨房
的墙体都是书架， 整个客厅也堆
满了书。 藏书家韦力的书房 “芷
兰斋 ” 由相邻的两套单元房组
成， 书架均高顶到天花板， 书架
间只留下了不足一米的过道。 赵
珩与吴丽娱夫妻的书房是门对门
的两套独立体系， 彼此的书并不
交杂。 沉浸于被书淹没的物质空
间里， 大概更能找寻到知识带给

人的满足感。
关于电子阅读， 陈平原教授

说他并不抵触网上阅读和手机阅
读， 但片段的、 零碎的阅读是必
须要有正襟危坐的书斋阅读做底
子的， 否则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
消遣， 现在的资讯太多了， 没有
基础的话， 会被资讯流量冲得站
不稳。 梁晓声坦诚自己的阅读启
蒙是 “小人书”， “对我们家而
言， 读书似乎再正常不过， 就是
日常生活， 不读书， 反而奇怪，
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书。” 作家
梁鸿在提到对书房的藏书做取舍
时， 总会想到自己也是写作者，
不知道别人在整理书房时， 自己
的书能否被保存下来 。 在她看
来， “我想霸占你的书房”， 是
对写作者最大的鞭策。

读书与藏书， 是爱书人无论
如何也说不完的话题。 绿茶几乎
会跟每位书房主人谈及身后藏书
如何安置。 有人表示已经在为藏
书找去处， 也有人表示生前做自
己喜欢的事， 身后就随它顺其自
然。 说到书的去留， 肖复兴说其
实每本书也有着自己平凡或不平
凡的命运。

如果你也曾对 “为什么读
书？” “读书有什么用？” “应该
读什么书” 等问题有过思考， 那
就不妨随绿茶一起走进名人书
房， 听听书房主人们会怎么说。

“大半夜的 ， 你又回单位
呀？” 婆婆心疼地问。 “医院有
事， 我得回去一趟。” 挺着26周
孕肚的她 ， 安顿好睡梦中的大
宝， 麻利地穿好衣服， 还没听清
婆婆叮嘱了什么， 就匆匆忙忙出
门了。

她叫范乔静 ， 是怀 柔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院 感 疾 控 科 的 一 名
工作人员， 有着13年的临床护理
工作经验。 爱人胡哲， 是北京市
公安局朝阳分局八里庄派出所副
所长。

2022年10月， 新冠疫情来势
凶猛， 较以往传染性和隐匿性更
强， 狡猾的病毒持续蔓延。 作为
院感疾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 范
乔静要时刻关注疫情防控， 更要
保持沉着冷静。

每次接到涉疫问题往往都在
夜里， 需立即到岗， 确定阳性病
例、 接触人员、 个人防护情况 ，
并组织环境消杀 、 环境采样等
等， 这一套工作完成就已经是凌
晨了。 拖着疲倦的身躯睡上三四
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 范乔静

依然准时到岗。
疫情发生以来， 范乔静所在

的院感疾控科6名工作人员每天
都要完成核酸样本的核对 、 收
集、 转运、 数据上报等工作， 还
要督导全院感染防控的各个环
节， 包括发热门诊闭环管理， 病
区入口管理、 各门诊诊室以及病
区清洁与消毒落实、 传染病隔离
措施落实情况等。 在全科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 ， 修订疫情相关制
度、 流程40余项； 组织召开疫情
防控协调会累计80余次； 通过线
上线下培训、 实操演练等形式开
展全员培训、 重点科室重点岗位
培训累计100余次。

范乔静常说： “坚持不住的
时候， 我就想想科里的同事， 我
们就是这样相互打气， 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 完成了一项又一
项工作任务。”

范乔静的爱人胡哲作为一名
人民警察， 疫情发生后， 胡哲暂
停一切休息休假， 扎根社区， 坚
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积极配合
街乡开展工作。 处置突发事件、

核酸检测秩序维护、 涉疫其他相
关工作中到处可见他的身影， 经
常一个多月无法回家 。 身为妻
子 的 范乔静全力支持 ， 每次跟
爱人视频， 看着他疲惫的身影，
范乔静都忍着泪水告诉胡哲， 一
切坚持都值得， 家里有她， 不用
惦记。

藏青蓝和天使白的夫妻组
合， 特殊的工作性质给他们的小
家增添了不少甜蜜的负担。 一年
当中， 夫妻二人不在家是常态。
他几月不归， 为平安； 她随时待
命， 也为平安。 虽然聚少离多，
但让他们更加珍惜相处的时光；
虽然坚守工作， 亏欠了家庭， 但
幸运的是父母身体健康， 理解支
持他们的工作， 并身体力行为儿
女们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疫情就
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医警家
庭成了疫情防护线上最前沿的
“抗疫战士”， 他们是夫妻， 也是
战友 。 虽职业不同 ， 但信仰相
同。 坚守， 是他们的共同选择。

（北京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供稿）

藏青蓝和天使白北京职工 家庭
幸幸
福福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工的辛勤付出， 同时更少不了职工家属背后的默默支持

与理解。 现在， 让我们和企业工会一起探讨 “家” 究竟是什么， 什么样的 “家庭

日” 才能发挥 1+1>2 的力量， 在增强职工幸福感的同时提升企业凝聚力。

工会论坛

爱“小家”强“大家”

兴调查研究之风 谋服务职工良策

近期，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并就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做出专题部署， 提出具体要求。 一直以来， 首都工会以切实

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为出发点， 广泛开展调研工作， 深入基层听真话、 察实情、 出

实招、 破难题， 扎实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 推动解决职工群众的 “急难愁盼”

问题。 同时， 首都工会各级干部也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 以高质量、 有干

货、 真管用的调研成果助推新时代首都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聚焦

2023年6月上旬刊 本期看点

———企业工会围绕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主题开展调研工作纪实

———企业工会开展“家庭日” 活动经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