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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市有序开放文化旅游体育
等经营场所的最新通告，时隔14天，无锡电影
院有序开放。昨天，记者走访多家电影院后
发现，虽然部分电影院正在抓紧进行营业前
的准备工作，截至记者交稿前，已有多家电影
院按照通知要求开始营业，吸引了不少观众

“前往打卡”。
昨天上午9点半，当记者来到海岸城影院

时，该影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大堂、影厅进行消
毒消杀工作；售票口工作人员有序摆放消毒
液、口罩以及扫码、测温、登记等提示文字。
记者获悉，除了营业前期准备工作外，营业时
所有员工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因此需等报告出来，影城才能正常营业。

记者又来到无锡大世界影城（中山路
店），工作人员已经在进行消毒消杀的收尾工
作。负责人表示，电影院每天都消毒消杀，防
疫防控工作从不懈怠。一早他们就开启了线
上预售，由于影城暂停14天，很多新片的密钥
拿不到，所以目前上映的并非新片。从观众
购票情况来看，《怒火·重案》《盛夏未来》最受
欢迎。此外《中国医生》《兔子暴力》《流浪猫
鲍勃2：鲍勃的礼物》等电影也在排片中。目
前，影院购票仍采取网络预约实名购票、现场
取票的无接触方式，每场电影观影人数控制
在不超过75%，观影期间不得饮食。

“第一张票，是在上午10点售出的，相当
于我们刚开始预售，就有观众买票了，这让我
们挺意外的。”无锡大世界影城（中山路店）工
作人员表示，因为影城全体员工必须通过核
酸检测才能正式营业，所以当天排片都安排
在18点以后，没想到预售仅1个小时，就卖出
近百张电影票。大世界影城（建筑路店）的工
作人员激动地说：“早上9点半，就有住在附近
的市民来电影院问，是不是开了？是不是可
以看电影了？”

下午5点，无锡大世界影城（中山路店）电
影院大堂等待区已经有观众陆续到达。“今天
是周末，电影院正好开了，就想着来看场电
影。”一对80后夫妻表示，下午在市中心逛街，
知道电影院开了，正好还没有看《中国医生》，
就来看一场。90后的小张和同学的暑期计
划，本来就是看满10场电影，没想到电影院暂
停，“首日影城开放一定要来，打卡还比较有
纪念性的。” （璎珞）

匡一松家是一个飘逸着书
香的家庭，阅读书报是全家的必
修课。据了解，匡一松家每年用
于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的支出有
3000多元，家里有7组书柜，藏
书1500余册，涵盖人文、哲学、历
史、经济、科普等类别。“我们一家
三口都有属于自己的书柜，除了
书柜外，为了方便阅读，我还买了
几个活动小书架，随处可读，随手
可取。”匡一松表示，一有空闲，
一家人都会捧着书看，每天晚饭
后全家会一起看《新闻联播》、读
订阅的报刊了解国内外时事新
闻，每周坚持阅读至少一本好书。

藏书虽多，还得学以致用。
2004至2007年，匡一松夫妇经

过努力，双双通过专升本考试，取
得了本科学历。匡一松通过自
学，先后取得了国家级会计师、国
家级社会工作师、高级经济师职
称等，他撰写的多篇论文在省级
以上专业杂志上发表。他的妻
子是中学教师，为了激发学生的
读书、写作热情，还特意为班级建
立了一个读书角，学生也在她的
带动下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纵观这些“最美书香家
庭”，他们不光自己爱读书，还
把阅读的乐趣带给身边的人。
其中，有的一家三口闲暇之余
时不时走进图书馆做志愿者，
或是参与各种沙龙讲座活动；
有的把对读书的热爱带进了

工作中，利用自身影响力和所
学所长，当培训讲师、做阅读
推广，在企业中掀起“学习强
企”的文化风潮；有的与周边
邻里交换书籍阅读，交流学习
体会、分享读书乐趣，同时利
用家园合作教育的有效资源，
把阅读氛围向学生家庭延伸，
尽自己所能构建学校、家庭、
社区、教师、学生的“读书共
同体”模式；有的通过学习考
取了多项资质证书，组织线
上、线下300多场次读书会，
带动更多家长一起学习育儿、
婚姻、自我成长的知识……

（晚报记者 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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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书香城市建设的“最美家力量”

“无锡市最美书香家庭”揭晓

成建华讲解红色门票展览成建华讲解红色门票展览
杨茂才家在阅读杨茂才家在阅读

日前，由市妇联主办的“阅见最美家”——无锡市最美书香
家庭分享活动在小娄巷历史文化街区举行，现场揭晓了20户
市级“最美书香家庭”。这些书香浓郁的家庭个个是“宝藏”，也
是无锡市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文明新风尚的代表。

翻开今年参评参选的各
组家庭，每一个都是闪闪发光的

“宝藏”，都是书香城市建设的
“最美家力量”。这些优秀的书
香家庭是如何练就养成的呢？
原创诗歌诵读、亲子朗诵、书画
展演……从活动现场几组家庭
代表书香浓厚的表演和分享就
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因阅读而
有力，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来自江阴的陈燕华一家四
口，用一首诗意满满的《我有祖
国，我有母语》朗诵表达了对祖
国和母语的深沉热爱。据了解，
陈燕华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不仅
家中藏书颇丰，一家人在写作、

原创歌曲、童谣、诗歌朗诵等方
面也都样样在行。同时，她还作
为公益讲师、巾帼讲师团老师、
阅读推广人、家庭教育指导师
等，致力于推广全民阅读。

来自滨湖区的尤敏红家庭，
是一个与儿童绘本有着不解之
缘的家庭。尤敏红也是一名教
师，是儿童创意绘本课程领域
研究和实践的专家，课程、专著
曾多次获得全国奖项。尤敏红
的爱人是家中的翻译担当，用
外语和专业优势选取大量的国
内外优秀读物和参考资料给尤
老师参考；儿子俞则有既是国
内首家儿童绘本专业美术馆的

第一批小读者，又是给爸妈书
籍的“最佳反馈者”。在尤敏红
看来，家庭阅读是终身学习之
路，把阅读融入生活和工作，当
书香文化的传播者，这样的生
活才更有价值与意义。

而来自梁溪区的成建华家
庭除了书籍多以外，还有个特
别的收藏品类——红色主题门
票，至今已收藏了1200余张。
在家庭学习之余，还带动周围
的群众一起阅读、一起学党
史。成建华一家的足迹遍及祖
国大江南北，近20年来举办过
160多场次展览，参观人数超
过16000人次。

这届市级“最美书香家
庭”有一半是教师家庭，职业的
关系让他们与书籍更“亲近”，还
有一些是工人、律师、工程师家
庭等。虽然职业不同，但他们共
同的特点一是热爱阅读，二是家
中藏书颇丰，少则三五百册，多
则三五千册，平均有一千多册。

杨茂才一家的藏书是20户
最美家庭中最多的——5000多
册。为了便于阅读，杨茂才将
家里的南卧室作为书房，靠墙

都放置了书柜，用来摆放他们
喜欢的、经常读的1000多册图
书。但经年累月下来，国学、历
史、心理、文学传记、哲学、现代
管理学等类别的书籍越买越
多，书房都放不下了。为此，杨
茂才将空置的一套100平方米
的房子打造成了“私人藏书馆”，
专门用来陈列收藏的书籍。被
问及这么多书籍是如何管理
的？“书太多了，有的时候也会买
重了。”杨茂才笑着说，所以每次

入手新书后他就会用Excel表
格简单记录一下书名、分类和所
在的书柜，“这样就不容易重复
购买，也方便寻找”。

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杨茂
才一家四口经常人手一本书
籍，沉浸在阅读带来的充实而
自在的时光。“社会在发展，新
情景、新问题越来越多，需要不
断地学习”。杨茂才表示，他们
家将持之以恒地藏书、读书、爱
书!

书香浓郁，每个家庭都是“宝藏”

“攀比”学问，“私人图书馆”藏书5000册

学以致用，提升城市阅读指数

时隔14天，
电影院又有序开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