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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我也没想到，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结束这么久了，还有
当初在冬奥村认识的老朋友打电
话、发微信，拜托我帮忙买冰墩
墩。我们的特许商品零售店已经
完成使命停业，我这个店长暂时
还卸任不了……”说起最近的一
段经历，张家口文化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大好河山票务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冬奥会期间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特许商
品零售店店长赵倞调侃中带有一
丝自豪，“回到现在岗位上后，
我又义务联络负责冬奥特许商品
经营的同事，大家一起努力帮助
有持续需求的冬奥代表团成员订
购过许多冬奥特许商品！”

作为张家口旅游从业者，和
冬奥会结缘，对赵倞来说不是偶
然。所以，得知自己要成为张家
口赛区冬奥村中特许商品零售店
店长，他早早就进入了状态。

“筹备期间，我就抓住每一次去
崇礼雪场工作的机会，向工作人
员、滑雪教练等请教雪场商品售
卖、运营规律等。2021年10月
后，我又多次到张家口冬奥村下
沉广场熟悉工作场地，了解小闭
环行动路线，熟悉仓库位置并绘
制了物品摆放示意图。”虽然自
己的工作内容是出售小小的特许
商品，但在赵倞看来，它们却非
常重要，丝毫不得马虎。“冬奥
特许商品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是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载
体。而冬奥特许商品销售团队，
无疑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的言行
举止就是中国的一张名片。”赵
倞说。

让赵倞自豪的是，从 1 月
23日正式开始工作，到2月20
日冬奥会圆满闭幕，他的团队共

平稳、安全、高效地运行了30
天，100%完成接待任务。

期间，店里接待了难以计数
的外国友人，赵倞更欣喜于他们
无一不为中国举办的这场盛会点
赞，无一不为北京冬奥会的特许
商品点赞。其中，既有各国代表
队成员，更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奥
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副主
席小萨马兰奇等体育界名流。

“巴赫先生到店参观时，对
我说，你们很辛苦，为冬奥会服
务却没时间欣赏精彩比赛。但我
想，只要我们国家举办的这场盛
会得到世界的赞誉，我看不了比
赛也不遗憾！他还主动提出给我
们签名、合影留念。”让赵倞难
忘的还有本届冬奥会3金1银1
铜获得者、俄罗斯运动员亚历山
大·博利舒诺夫，来店几次后，
他和赵倞熟络起来。分别时，两
个人还互送礼物表达祝福。

“当然，所有的人几乎都最
喜欢冰墩墩。”赵倞说，也因
此，当时留下联系方式的朋友，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结束
后，许多人还在联系赵倞，希望
他能帮忙继续订购冰墩墩，送给
家人和朋友。赵倞说，虽然他已
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尽
量做到有求必应。“我无非多打
打电话、跑跑腿，帮忙联系负责
特许商品销售的同事而已。大家
都有共识，我们张家口人要当好
东道主，尽量满足各代表团的持
续需求。”赵倞说，“北京冬奥会
为张家口的冰雪旅游带来不可估
量的美好前景，我这个从事旅游
行业的‘冬奥店长’，会以更积
极的动力投入新的工作、生活，
要永远‘一起向未来’。”

赵倞：

没有卸任的“冬奥店长”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奥时间冬

要说最近社交平台上什么最
火，那“刘畊宏女孩”一定占有
一席之位。这个流行语源自中国
台湾明星刘畊宏的健身直播，他
的《本草纲目》毽子操跟跳“打
卡”视频频频登上各大网络平台
热搜，开始参与直播跟练的大多
是青年女性，因此被称为“刘畊
宏女孩”。现在，不仅“刘畊宏
男孩”不甘示弱，更是出现了广
场毽子操。而刘畊宏本人也凭借
带领家人和网友跳毽子操，一跃
成为“互联网+健身”的现象级
博主，在某短视频平台上10天
内就涨粉3000多万，4月26日
当晚，更是成功突破5000万。

“今天，你跳毽子操了吗？”
也成为朋友间新的问候方式。

网友小乐每天跟闺蜜聊天的
开场白就是这句话，她已经成功
把跟跳毽子操推荐给了身边好多
朋友。“开始就是刷短视频看到
了，觉得挺火想跟个风跳一跳，
但现在已经决定要坚持下去了。”

很多网友跟跳毽子操的初衷
是减肥，小乐也不例外，但由于
跟练时间不长，她还没有达到目
标体重。不过，从刘畊宏妻子王
婉霏发的对比视频可以明显看
出，她现在与跳毽子操之前的身
材有了不小变化，可以说减脂塑
形的成效显著。作为新晋“刘畊
宏女孩”的小乐则是感到自己的
耐力有所增强，开始跳十几分钟

就累到“躺平”，现在已经能坚
持跟跳较长时间了。

健身博主“直播带练”逐渐
成为趋势，这种“云健身”由于
门槛低、时间灵活、能够足不出
户锻炼，且直播形式多样、趣味
性强，成了刘畊宏的毽子操能

“火出圈”的原因。
网友小非在社交平台晒出自

己练了一个月的身材对比图，“小
肚腩”变“马甲线”惹来朋友们的
羡慕。“之前也练过其他博主的课
程，跟刘畊宏练是因为他直播间
的气氛很热闹。”小非说，自己是
居家隔离期间比较无聊才开始锻
炼，觉得毽子操里高抬腿的动作
对瘦小腹赘肉有效就一直坚持，
一个月下来无论是心情、心态，还
是肉眼可见的体型都有很大变
化，她也成了朋友圈的励志典范。

的确，最近受疫情影响，不
少人居家隔离或居家办公，或多
或少会有焦虑情绪。刘畊宏在家
里开直播带领网友健身，不仅是
燃脂锻炼，更是一种“隔空陪
伴”。小乐直言，直播跟练感觉
像是把刘畊宏请来做私教了，

“他确实专业，节奏很好，气氛
也很欢乐。”

虽然跟练过程会大汗淋漓、气
喘吁吁，第二天甚至腿疼得要“扶
墙走路”，但看了这么多励志案例，
不禁每天要问自己一句——

今天，你跳毽子操了吗？

今天，你跳毽子操了吗？
本报记者 李冰洁

闻闲趣闲

一座城市全民阅读的水平反映
着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衡量其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4月 23
日，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各地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吸引
着当地人的参与，氤氲书香也营造
了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阅读一小时 享受读书乐趣

世界读书日，享受阅读更好的
选择是什么？当然是参加全国各地
都在举办的“阅读一小时”活动。
4月中旬，成都三联韬奋书店就在
其公微上发出招募邀请，4月 22
日-24日，在成都宽窄巷子店和都
江堰店举行“阅读一小时挑战”。

“之所以举办这样一场阅读活
动，就是想在这个特定时间，号召
大家一起阅读。”三联韬奋书店店
长安邦表示，“其实，很多人平时
在家也想静下来看看书，但经常被
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打扰。于是，我
们在世界读书日给想读书的人一个
契机，让大家暂时放下手机，捧起
纸质书，静静地读上一小时。”

虽然只是三天的活动，但参与
者百余人。“参与此次活动的读书
爱好者年龄层分布很广，大部分年
轻人在网上直接报名；一些中老年
人则是书店的常客，步入店内看到
活动就直接参与了；还有一些外地

游客，在游览时会经常光顾书店，
看到有这样的挑战，直接驻足书
店，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立刻读
起来。”

据店员统计，绝大部分参与者
都可以完成挑战，并获得书店赠送
的笔记本、书签等小礼品。“不少
阅读者，沉浸其中，拿起书时天还
光亮，放下书时天已擦黑了。”宽
窄巷子店店员说，还有几位读者从
早上10点开门就进店了，直到晚
上闭店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并对店
员说，“这样的活动真好，给了我
一个阅读的理由和平台。其实挤出
时间阅读，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通过这样的形式激发人们的
阅读热情，让大家享受到阅读的快
乐，正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初衷。”
安邦欣慰地表示，线下阅读其实是
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不需要借助太多的东西，一
个人、一把椅子就能完成，而且这
种体验极其美妙。

跨界多元文化 延伸阅读半径

实体书店除了引导大众“走
心”阅读，也在活动形式上不断

“出新”。在跨界盛行的当下，如何
让读书这一文化活动拓展到更多文
化领域，形成相得益彰的精神层面
互动，也是安邦一直思考的问题。

“2022年，我们携手KNM小
古典，按照每月1场的频次，计划
陆续推出7场主题学术交流、思想
碰撞、音乐演绎的线下活动。而首
场活动就放在了世界读书日。”安
邦说。

4 月 23 日，宽窄巷子店携手
KNM小古典开启“我们一起唱首
四川的歌”主题活动，活动当天，四
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刘奇琦、
吾恣室内合唱团主创人苏晗、指挥
邓东伟等人，与读者一起歌唱，分享
四川的声音，分享音乐的故事。

“什么是合唱？”
“合唱就是一堆人在一起，张

大嘴巴大声歌唱吗？”
在合唱老师苏晗抛出问题后，

他开启了关于合唱的分享。
“我第一次接触合唱，是在高

中的正式演出中。当时我惊讶于4
个人的合唱组合居然可以做到这么
多的事情，也让我对合唱有了一次
概念上的改观。”苏晗接着说，后
来，他第一次到意大利，又体会合
唱可以做到和独唱完全不一样的表
达。“合唱可以做不同的声部，可
以展现不同的形式。”

而当苏晗接触到刘奇琦老师
后，他又发现合唱其实还可以加入
川剧，模仿戏曲的唱法。“所以，
我觉得合唱就是无限可能。”

……

在一段段分享后，活动现场的吾
恣室内合唱团就在苏晗的带领下，为
观众演唱了结合四川元素、带有四川
方言的原创曲目《步步娇》，同时还
带领大家一起合唱 《城里的月光》
《漂洋过海来看你》等耳熟能详的流
行曲目……在一波波声音汇聚中，每
个个体听不见自己，但却能感觉到融
入湖泊大海的归属感，在合唱声中唤
醒对生活的热爱。

“接下来我们将每月1场，邀请
教授学者、乐团、诗人、演奏家，共
同探讨川剧和当代音乐的距离，现代
电子音乐的多元化样态，古琴的魅
力，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安邦对
接下来的融合已经排好了时间表。

“实体书店不是只能跟读书相
关，它还是延展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
一个载体。”安邦说，去年，成都当
代影像馆在做法国著名摄影家贝尔
纳·弗孔的一个展览，他们就与成都
当代影像馆合作，在三联韬奋书店呈
现与弗孔相关的展览现场及影像资
料，并举办了弗孔与文学主题分享
会、弗孔相关书籍翻阅等活动。期
间，不少读者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
听这样的主题分享会。

“阅读其实是文化生活中的一种
媒介。”安邦说，“我们希望以阅读为
核心，推动跨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不断延伸阅读的思想半径，也为大众
的公共文化空间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阅读为媒 探索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刘圆圆

读书不觉已春深。
在这个充满浓郁书香的最美四月

天里，“打卡最美书店”不仅成为
“书香重庆全民阅读行动”的亮眼篇
章，也成为重庆市民乐在其中、获益
匪浅的文化新时尚。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一说到
享誉山城的“网红”书店，那就不得
不提“钟书阁”。位于九龙坡区的这
家书店，被网友戏称为“8D魔幻山
城”的“盗梦空间”，因为过分美
丽，据说刚开业时，专门来拍照的人
比看书的还多……

找一个空闲日，前往眼见为实：
中庭起伏错落的阶梯宛如“山城步
道”、天花板镜面的映射奇幻多变
——这“崎岖书山”的独特设计，确
实令人眼前一亮。庆幸的是，“红极
一时”过后，书店终于又恢复了原本
应有的恬静舒适，正好沉浸其中，乐
享阅读清趣。

春夏之交，气温回升，和鱼儿们
一起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共享清凉，
也不是不可能——有人开玩笑说，

“瞰澜·樊登”就是这样一家被“养
鱼”耽误的书店。

作为樊登书店在全国最大的分

店，入驻江北区的瞰澜·樊登，给人
的第一印象就是“跨界”：书店+水
族景观，带给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除此之外，这里还是重庆图书馆的阅
读空间，亦能见到三峡博物馆的文创
产品……一下午，就这样在五彩斑斓
的水世界和清新养眼的盆景包围中，
静静读完一本麦家的 《人生海海》，
挺惬意。

曾经有人发出过这样的灵魂拷
问：在重庆，书香是否不如火锅
香？……而在渝北区，颐和生态公园
内的湖畔园林火锅无缝衔接隐逸文艺
书店，便完美回答了如何实现“两个
文明双丰收”问题。

深藏于城市一隅的这家小公园，
貌似平平无奇，却是个幽静所在。找
一个雨霁天晴的中午，约三五好友相
聚火锅宴后，转身便可到楼下的“逸
书店”偷得浮生半日闲。湖山之畔，
层楼之间，坐在视野绝佳的露台上，
一壶茶，一本书，感慨案牍劳形日
久，望天上云卷云舒的休闲时光似乎
已变得有点奢侈。翻开余光中的书
《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读到“午后
的阳光是一种黄澄澄的幸福”一句，
不禁心有戚戚焉。

在重庆在重庆，，打卡一路书香打卡一路书香
凌云凌云

前几日，姐姐前往探视住院
的父亲时，发给我一张她抓拍的
照片——身着病号服的父亲端坐
在病床一侧，正在津津有味地翻
看着面前小桌上那本厚厚的书。
他的侧面，是醒目的输液架，化疗
药正通过输液管缓缓注入他的血
管。对于肿瘤病人来说，化疗的痛
苦令人翻江倒海，但照片中，老父
亲读书的神情却平静温和。

看到这张照片，我笑了，随手
回传了我前一晚隔门偷拍的母亲
的阅读照片——卫生间内，坐在
凳上泡脚的母亲，双手端着她最
近痴迷的金庸小说，静静地享受
着睡前的阅读时光。这是母亲近
来的常态。

我的父亲母亲均已八旬之
年，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
衰老和疾病做着斗争。但是每次
看到他们宁静地读着书，我常常
出现幻觉，感觉到这样专注读书
的爸爸妈妈，还是我小时候看到
的模样。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或许是另外一种解读？

爱读书的人，总是在书籍中
得到更多的精神和力量。在我的
老父母身上，这句话不知应验了
多少回。

记得前年父亲刚刚确诊胃癌
时，我们都无比担心甚至焦虑，生
怕父亲扛不过这一关。后来，主治
医生的一番话，令我们备受激励。
他说：“每次查房时，都能看到这
老爷子在病房里读着书。可见他
心态平静、意志坚强，这对治疗来
说非常重要。再加上他身体条件
不错，会好起来！”

而焦虑的妈妈在家中等候的
那段时间，基本也是在阅读中熬
过来的。

我的父母并不是高级知识分
子。同为中学教师，父亲教数学，
母亲则当过多年的音乐老师。他
们读的书也并不深奥，多数是较
为通俗的文学和历史类书籍。他
们只是把喜欢读的书，读到了极
致。从每一本阅读的书中汲取营
养，并呼应到平凡的生活中。

就在昨天，母亲给我展示她
读《笑傲江湖》时所做的读书笔记
——她会把好的语句、词语写在
笔记本上，或者记在手机的备忘
录里。她也喜欢把自己的感受讲
给我听，希望我能够有所共鸣。

因为读书，家里总是多了许
多亲人之间的交流。我想这也是

父母喜欢读书带给家庭的一大幸
事。

记得小时候，每日我睡前，
都会看到他们或躺或坐读着书。
甚至，他们常常会就某一本书展
开讨论，或分析情节、或讨论人
物。读书速度较快的父亲也经常
担任“说书人”，把他刚刚读过
的书讲述给母亲听，母亲也会提
出许多问题，父亲都会耐心分
析、解答。

很多时候，我是在他们的“说
书”声中入眠的。那也是我得到的
最早的文学启蒙，以至于直接影
响我最终热爱并考取中文专业。
此为后话。

总之，在我父母的生活中，这
样的读书、“说书”持续了半个多
世纪。退休后，这样的互动更加密
切、频繁。而他们，也成为亲朋好
友、同事邻里们共同认可的恩爱
夫妻的楷模。

我也会猜想，在漫长的时光
中彼此温柔以待，彼此帮扶激励，
书卷气该是给他们增加了很多正
能量吧！共同读书的时光，又为他
们半个多世纪婚姻中留下了几多
深情的回忆？

父母的阅读生活，给我们子
女甚至孙辈儿们形成重大的影
响。后辈人热爱读书，也是他们
对我们非常大的期望，他们为此
付出了很多努力。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父母
上有老下有小的困难阶段。但我
记忆中，我家兄妹四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期刊，那应该是父母斥“巨
资”给我们订阅的。学龄前的我也
知道每月初等待邮递员来送我的
连环画报。就是在那样的期刊里，
我连拼音带汉字地初识了文学
——南斯拉夫童话故事《拉比齐
出走记》，让我时隔40多年依然
历历在目。

而如今，父母到哪个子女家，
看到我们从书架到床头都放着
书，他们会很开心。如果哪个孙辈
儿不喜读书沉迷手机，他们会表
示出深深的担忧。

说起来，我们真的远远不如
父母那一代人。电子产品的介入，
让太多的父母放下了书籍，孩子
们又怎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正逢世界读书日，看着白发
苍苍的父母并肩阅读的侧影，不
禁感慨，遂写此文，以激励自己，
鼓舞后人。

父母读书带来的启示
——写在世界读书日

李寅峰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近
日，天津市文博场馆陆续恢复
开放，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线下
活动，并积极整合馆藏资源，
依托新媒体推出多项线上活
动，为市民奉上一道道“文博
大餐”。

如，天津博物馆“耀世奇珍
——馆藏文物精品展”书画类
文物于日前调陈上新，新上展
品18件，包括明清及现当代艺
术家作品，满足观众的观展需
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推出

“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
百年图片展”，展览设在该馆湖

边长廊，通过精选的150余张历史
照片，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
主线，以会议重大决策为重点，全
面回顾了党的一大到十九大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平津战役纪念
馆将推出“平津红色讲堂”活动，寓
阅读、研学、文创为一体，具有很强
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引导青少年读
红色故事、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
基因；天津自然博物馆将推出“语
鉴春天”“博物馆奇妙夜”等研学体
验活动，由专业老师带领孩子们近
距离观察鸟类、昆虫和植物等，参
与劳动、亲近自然，感受春天的多
姿多彩等。

天津市民乐享“文博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