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专题

责编/胡晓新 俞素梅 董富勇
美编/严勇杰 照排/汪金莲 章译文

时评

拾级而上走进图书馆的二楼大
厅，495英寸的读者信息屏正在实时
记录着读者的借阅动态，“每到寒暑
假或周末，我们的日接待人次为
13000左右……小学一到二年级学
生 年 阅 读 量 在 20 本 以 上 的 为
52.68%，而到初高中阶段，这个比例
分别下跌到18.33%和 14.01%……”
记者手中的这份《宁波市中小学阅读
状况报告》，是该馆从近5000份调查
问卷中提炼分析出来的。大数据时
代的数据导向服务，是图书馆打通

“阅读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一笔。正
如新上线的“家U悦读”平台，将借助
互联网聚成一股新兴的师生阅读荐
购信息流，实现“一趟都不用跑”的借
阅新体验。

让数据发声，就是让需求发声。
大学园区图书馆在回收500份读者问
卷调查后，召开了读者恳谈会，邀约读
者坦诚相见。而大学园区图书馆（数
字图书馆）也通过移动端、PC端和全
市高校线下端等途径，多方搜集用户
反馈生成资源分析报告。

大学园区图书馆，打造宁波教育“文化域”
“自从开始准备考研，我就天

天来这报到了。”“我经常来帮孩
子借书还书，门口的图书消毒机
让人感觉很贴心。”“这儿的数据
库资源很多很全，查资料也很方
便。”“在这里，用电脑看过免费电
影，在食堂吃过标配的工作餐，在
沙发上打过盹，偶遇过好几年没
见的同学……”记者昨天走访了
位于南高教园区的宁波大学园区
图书馆，随机采访到的馆内读者
们如是说。

这家兼具学术性、教育性、公
共性于一体的区域综合型图书馆，
自2003年建馆以来，以六馆合一
的模式努力向广大师生和市民朋
友打造着“文化域”以育文化。

校园读书郎，
唱响甬城阅读动人旋律

“书香浸润心田，悦读伴我成长”，历时7
个月，共计五大项24小项的宁波市教育系统
第五届读书节前不久落幕，吸引了甬城20多
万师生参与。今年的10场“教育大讲堂”邀
请了童话大王郑渊洁、江苏卫视原《非诚勿
扰》点评嘉宾黄菡等开讲“生活中的教育故
事”，另有市教育考试院林晓萍科长直击高考
家庭之需，线上线下直播《2017年高校招生
政策解读及志愿填报指导》。“名家进校园”首
创校园点单模式，邀请20多位科学家和文学
家走进我市20余所校园，与孩子们面对面交
流。“没想到我们的孩子在阅读中成长得那么
快！”一位参与校园阅读推广的高中语文老师
感叹。50所阅读推广示范学校，60本共读书
目，谱写着甬城阅读的动人旋律，一座城市的
未来之声抹上校园书香。

让数据发声，跃动音符温暖服务

馆藏特色化，打造“文化域”育文化

作为市教育局的直属单位，宁波
大学园区图书馆在履行公共图书馆职
能的同时，亮的是一张以“教育资源”
为主打的特色牌。四楼教育专题文献
馆新增“民国职业教育史料汇编”“近
代教育心理学书系列”等教育精品书
籍，以及外文教育书籍240余册。截
至目前，5万多册的教育文献等各类
书籍，以及特色资源库、数据库等，均
已连通线上线下，实现一站式检索。

空间改造后的四楼文献馆，有种
曲径通幽的感觉。独立的小组研讨
室、智能感应书架、可旋转桌上插座、
放置式便捷充电桩、进口过滤纯净水
等人性化设施，让众多读者在这样的

宁静平和中度过了一个个充实的午
后。服务好了宁波150多万师生，就
是服务好了宁波千千万万的家庭，这
份坚持朴实而珍贵。

馆长张建君说，图书馆里每一个
沉醉阅读的身影都是最美的画面，而
传播爱和温暖，应该是图书馆最真实
的底色。大学园区图书馆在传承知识
和文明的同时，努力把光和希望辐射
出去，散溢四周，成为城市中的“文化
域”以育文化，我们愿意用细节关心每
一个热爱阅读的灵魂，让读者在每一
次靠近中都感受到美好。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施虹宇 袁姝一

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11月 27日，重庆老人甘少奎度过了自己的
111岁生日，是重庆潼南区目前最高寿的老人，她
的长寿秘诀是经常喝酒吃肉。许多健康鸡汤文在
微信朋友圈建议大家清淡饮食，我们却时常看到百
岁老人的生活习惯往往与健康理念背道而驰。影
响健康的关键因素到底是啥？

12月4日《彭城晚报》

这位111岁老人的新闻，之所以能从“本地新闻”
变成“全国新闻”，之所以能从“老人新闻”变成“健康
新闻”，之所以能从“平面媒体”走上“网络媒体”，是因
为有着一个“有违常理”的新闻焦点：那就是活到了
111岁，并没有坚持我们传统认知的“健康饮食”，而
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成就了他的长寿。

在媒体的报道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长寿
秘诀”的描述，这位老人一辈子喜欢喝酒，一辈子喜
欢吃肉，可是老人却一直是健健康康的，而且“比谁
活得都幸福”。能够活到111岁，我们要为老人送
去美好祝福。但是，不该不假思索传播“喝酒吃肉
活百岁”的“健康秘诀”。

喝酒吃肉，只要适可而止，对于健康是有好处
的。可是，需要注意的是，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
时候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经常喝酒吃肉，而且是
大肥肉。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对大多数人来说经常
喝酒贻害无穷，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肝脏；经常吃
肉则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我们不能否认111岁老人“经常喝酒吃肉”的
事实。但是，“经常喝酒吃肉”还如此健康和长寿，
只能算是一个个例，而不具普遍意义。长寿也有诸
多因素，比如空气、水源、心态、体质，对于“喝酒吃
肉活百岁”的这种所谓健康理论，是不能胡乱传播
的。因为这并非健康的生活习惯。

因此，在挖掘长寿老人“健康秘诀”的时候，还是请
某些媒体少些哗众取宠，不要为了“吸睛”而传播“不健
康的健康秘诀”，以免给公众造成误解。毕竟，以想当
然的伪科学来挑战科学，很假，很蠢，也很有害。

闯黄灯时，司机赵某与逆行电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赵某被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
定赵某应负事故全部责任，赵某不服提起上诉，
今天上午，本案二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12月4日《北京晚报》

闯黄灯是否违法，估计每一个人都会犯嘀
咕。如同此案，庭审双方律师所述，看似都有道
理。赵某代理律师表示，国家在立法层面确认，
闯黄灯是警示行为；交管部门对闯黄灯也仅适用
批评教育，不予处罚，而闯红灯则扣分、罚款。而
另一方的律师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闯黄灯
即视为闯红灯，赵某存在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应
当承担全部责任。

一个常识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
一等”。简言之，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
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撇开庭审最终判决，单
从情理方面讲，临近十字路口本应减速慢行。黄
灯亮起时，更不应该着急“踩油门”，即便不在乎
被罚分罚款，但是行人的安全也须在乎，不能因

为图快或者麻痹大意酿祸端。
实际上，黄灯是交通灯中最重要的一环之

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黄灯
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前行，未经
过停止线的则禁止继续通行。在黄灯亮时且未
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如果继续前行则属于违法行
为。其实，即便在没有交警和电子警察存在的情
况下，驾驶员也理应遵照交通规则执行。

瞬间而发的交通事故，有时就是因为快，或
者因为抢行1秒，而事故之后，耽误出行不说，更
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更会造成道路拥堵，给他
人出行带来不便。而与之相伴的法律纠纷，也势
必会牵扯人的精力，岂不误时误事。因此，对于
任何人，“一看二慢三通过”这一路口交通规则理
应牢牢记住，并践行之。

新闻中的案例，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裁
决。但是，无论判决如何，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应
该谨记道路安全无小事，时时刻刻都大意不得，
这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和朋友，更是为了道路上出行的旁人。

网上买卖盖有医院公章的诊断证明，不同以
往，部分卖家开始升级服务，兜售“化验单+诊断
证明”的全套资料。记者在淘宝、QQ、微信等平
台上输入“诊断书”“诊断证明”等关键词，标有

“病情诊断书、病情证明收据印刷，病休诊断单，
证明书可定做”五花八门的商家显示出来，部分
商家承诺提供全国各地医院假诊断证明业务，甚
至有商家提供全套的病假证明资料。

12月4日《北京青年报》

假病假条这事看起来不大，但事关诚信，不
能低估由此造成的“破窗效应”。

别把喝酒吃肉
美化成长寿秘诀
郝雪梅

网售假病假条

闯黄灯肇事别纠结于是否判赔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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