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注意啊，‘e
家书房’有新平台了，
下载二维码在这儿。
过几天，我们集中学
习一下。”近日，不少
地方的微信群里都出
现了这样一条消息。

今年，备受广大
读 者 喜 爱 的“e 家 书
房”迎来了新一轮升
级：“e 家书房”与“浙
里办”公共服务平台
链接，通过整合资源
和数字赋能，更好地
为用户提供数字阅读
体验。

□融媒记者 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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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城乡阅读网络构建

“e家书房”全面升级打造听读新体验

□融媒记者 马忆玲

近日，市文联、市油画艺术研究

会走进革命老区村舟山镇方山口

村，开展送文艺作品下乡活动。市

文联主席胡培新、市油画艺术研究

会副会长应立新及部分会员参加。

在方山口村文化礼堂前，市油

画艺术研究会将 15 幅英烈形象作

品赠予方山口村。

据了解，这些作品是市油画艺

术研究会前期组织会员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心创作的，

他们用丹青描绘了永康英雄先烈的

伟岸形象，记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

史。这一系列画作还曾在“百年风

华 奋进永康——永康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上进

行展览。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胡培新就

如何推动“艺术乡建”、助力乡村文

化建设提出思路，他鼓励油画艺术

研究会会员深入乡村创作，以更多

精品画作展现永康风光。

应立新表示，将积极为方山口

村的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下一步，

计划在方山口村设立写生创作基

地，与村结对，积极参与村文化建

设，助力革命老区方山口村的文化

提升。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欢迎各位父老乡亲与各界爱心人

士莅临现场，衷心感谢大家为了洞府

的修缮出钱出力⋯⋯”在一众乡亲的

殷殷期盼中，狮子山“胡公洞府”终于

重修落成。近日，开放仪式在舟山镇道

坦村举行。

上午7时，尽管天气寒冷，但陆续有

村民结伴步行上山，大家有说有笑的，

一派热闹祥和。还未抵达岩洞，记者就

已经看见硕大的“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的照壁字样。洞口上方，由西泠印社夏

一鹏书就的“胡公洞府”四个大字矫若

惊龙，洞侧石壁上的尊石碑刻字十分醒

目：《重修狮子山胡公洞府记》。这篇由

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

联章撰写的传记，生动翔实、情真意切

地道出了这座“胡公洞府”的前世今生，

以及修缮过程的暖心故事。

狮子山地处永缙交界，目眺仙都石

笋，身护杨溪清源。山中有个天然岩

洞，本地人叫它“驮洞”，缙云人称之为

“驮仙间”。洞高 6 米，洞内占地面积约

200平方米。

民间传说，这个岩洞曾有神仙过

往。洞壁绘有胡公、观音、关公等画

像。1978 年秋，洞下山坳的草梗突现

金光，洞旁的岩石滴水不断，这“异象”

一下子传遍了周边村庄。此后，上山进

洞烧香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尤其每年

农历正月、八月更是热闹非常。

今年年初，道坦村厉钱富、厉振奇、

厉瑞良等商讨重修“胡公洞府”，马上得

到了众人的响应。村两委及修缮筹备

小组成员带头捐款，村民、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等 400 余人纷纷慷慨解囊，共筹

集善款 60 多万元。4 月初，“胡公洞府”

重修项目开始动工，历时 8 个月，“胡公

洞府”如期竣工，修葺一新。

上午 9 时，洞内已经站满前来敬拜

胡公的信众，男女老少无不笑脸盈盈。

随着红盖头的揭幕，9 座圣像现出了

“真身”。只见胡公圣像器宇轩昂正坐

中央，3 位夫人慈眉善目陪伴身旁，两

侧各有一名侍卫威武勇刚，胡公圣像前

有块天然巨石若虔诚叩拜的千年神龟，

昭示着祥瑞。

舟山镇党委书记应俊杰欣喜地表

示，狮子山“胡公洞府”重修开放，意味

着胡公文化在舟山再放光芒，舟山镇

将以此为据点，更好地学习、传承、发

扬胡公精神，文旅融合，促进大美舟山

建设，让“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精神惠

泽千家万户。

推动“艺术乡建”助力乡村文化建设
市油画艺术研究会将15幅作品赠予方山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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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舟山再放光芒

近日晚，记者来到西城街道潜

村党群活动中心，只见这里人头攒

动。该村村两委干部正在文化礼堂

管理员王彩书的指引下，学习新版

“e家书房”的操作流程。

“下好‘浙里办’以后，输入‘e家

书房’，再点一下订阅，下次打开就

能看到了。”王彩书讲解道。

“用这个听书、听戏曲都很方

便。”王彩书麻利地点开“e 家书房”

的界面，只见上面设置有场馆导航、

有声书籍、在线书海、文化活动、魅

力婺剧、文化遗产、文化生活、文化

有约、一键借阅等 9 个栏目，并有图

书网上借阅功能，“平时在家里做

饭、带小孩，我就会找一段戏曲外放

听听，又不耽误干活。”她乐呵呵地

说。

据西城街道文化站站长陈晓

平反映，“e 家书房”一经推出，便

受 到 村 民 的 欢 迎 ，使 用 率 很 高 。

“ 大 家 尤 其 关 注 其 中 与 永 康 有 关

的节目。”陈晓平说，包括永康非

遗项目、婺剧节目、本地乡土书籍

等。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新版，这个

要怎么收藏？”潜村党支部书记钱涛

也当起了“学生”，虚心地向王彩书

请教，“以前我会用喜马拉雅听书，

里面有很多书是收费的。有了‘e家

书房’，不用花钱也可以听有声书

了。”

晚上 8 时，潜村党群活动中心

仍灯火通明。不少村民也闻讯而

来，加入了学习新版“e 家书房”的

队伍。

市文广旅体局自 11 月开始推

广升级后的“e 家书房”以来，各镇

（街道、区）积极响应，各村自发组织

培训，由上而下刮起了一阵学习之

风。与此同时，“叮叮叮”的提醒音成

了文化礼堂微信群里的主旋律，各村

管理员积极反馈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关闭了以后，进度条不能保

存。”“有村民反映，库存里有的音频

还没有同步，点进去是空白的。”“更

新频率可以再提高一点。”该局艺术

与公共服务科科长朱丹每天在群里

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帮忙答疑解惑，

一边收集众人的问题，预备着上报

到金华市文广旅局处。

据了解，“e家书房”的概念诞生

于去年春节。抗疫特殊时期，为了

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金华市文广

旅局集结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市

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

市非遗保护中心等文化组织共同推

出“e家书房”，为宅家抗疫的市民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e

家书房”逐渐成为人们居家生活的

好伙伴。去年以来，我市积极开展

“e家书房”进文化礼堂活动，推动数

字阅读的新概念飞入各镇（街道、

区）。人们足不出户，在家便可感受

诗与远方。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有

120 个文化礼堂完成“e 家书房”使

用培训，今年计划在此基础上再增

加150个村，明年实现全覆盖。

一年到头不间断的阅读推广活

动，以及乡镇图书馆、自助悦读吧、

“e 家书房”“书香永康”平台⋯⋯一

个个全新的阅读场景，一项项温馨

的阅读服务，点亮着城市文明的火

光，慰藉着人们的精神需求。近年

来，在市文广旅体局的大力推动下，

一条遍布城乡的阅读服务网络逐渐

形成，不仅为市民提供了随时随地

可以阅读的新体验，也让“书香永

康”成为城市的新景观，市民的文化

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

线上书房为乡村带来阅读新气象

多渠道拓展阅读方式满足城乡居民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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