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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近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

《意见》），提出丰富读书活动、培树读书品

牌、扩大老年读物供给、加强数字资源建

设、优化老年阅读环境、加强老年阅读辅助

人才培养、推进老年阅读标准化建设及鼓

励老年人学有所用等8项具体工作举措。

在洛阳，老年阅读情况如何？记者进

行了走访。

优化老年阅读环境，服务老年读者

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市常住人口

707.9 万，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总数

141.7万，占常住人口的20%，65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102.2万，80岁以上高龄老人

约17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约24万，全市

老龄人口高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市图书馆目前有效读者

428065名，其中60岁（含）以上老年读者

22486名，老年读者约占比5%。

近日，在位于市图书馆一楼的报刊阅

览室内，86岁的张志安正在阅读报刊。“我

住在老城区青年宫附近，基本上每天都会

来这里看报纸。”张志安说，他主要阅读养

生和人文类报道，还专门做了读报笔记。

市图书馆阅览服务部主任高超介绍，

在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方面，市图书馆积极

开展了多项活动，包括夕阳红课堂、流动

服务车进社区等，受到老年读者欢迎。

在优化老年阅读环境方面，市图书馆

入口处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馆内有电梯方

便老年读者上下楼。该馆在读者服务中

心（志愿者服务站）放置了老花镜、急救

包、轮椅等，以备老年读者不时之需。

在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还配备有电子

助视器，可将报刊上的文字等放大数倍，便

于视力不佳的老年人或视障人士阅读。

推进老年阅读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近年来，我市加快构建“五级四类”城

乡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街道、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全覆盖。在养老服务设施的内部环境

中，供老年人读书看报的阅览室成为标配。

记者在西工区中京花园小区养老服

务站看到，位于二楼的阅览室和手工室合

在一起，约50平方米。附近的老年人均

可在这里进行阅读，或者参加手工活动。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我市老年

人家门口的读书活动较少，叫得响的读书

品牌数量较少，老年读物供给不足，老年

阅读还存在不少数字鸿沟，老年阅读辅助

人才匮乏等问题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解

决。推进老年阅读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借鉴外地举措，让老年人爱上阅读

据了解，外地的一些图书馆通过设立

老年图书馆、举办方言阅读课、举行读书

分享会等举措，让老年人爱上阅读。

温州市图书馆老年分馆已经成立十几

年，馆舍面积近2000平方米，馆藏文献近5

万册。馆内保留了传统预约方式，由工作

人员值班，不仅方便老年人预约，还帮助他

们“自助借还”“图书检索”等。另外，该馆

还通过设立“大字号文献专架”、提供老花

镜或放大镜等措施，方便老年人阅读。

今年，济宁市新华书店联合当地老年

大学创新老年教育资源共享模式，在新华

书店里办起了老年大学，通过吸纳整合社

会资源，推出阅读、诗词赏析等课程，举行

读书分享会，吸引了上万人次参加。

“《意见》为我们指出了老年阅读工作

的努力方向，下一步要注重激发各类社会

主体参与老年阅读推广的积极性，充分发

挥各方资源优势，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

参与老年阅读的良好局面。”市民政局养

老服务科相关负责人说。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牛朝霞 文/图

时下，正是甘蔗上市的季节。在偃师区大口镇草

庙村种植户孙丹妹的甘蔗园中，一根根甘蔗矗立田间，

空气中透着一股子清甜味儿。

“冬天吃甘蔗好处多，不仅能健脾利尿、润肠通便，

还能补铁补血，欢迎大家来孙姐家品尝甘蔗……”循声

走进甘蔗园，女主播孙丹妹正对着手机镜头，滔滔不绝

地介绍着自家甘蔗，她一边说着，一边挖甘蔗、砍叶、绑

扎，手也没闲着。

今年 41岁的孙丹妹是草庙村的种植大户，自

2012年开始种植草莓，目前拥有11个草莓大棚，她还

是一名短视频爱好者。孙丹妹从2019年开始玩抖音，

是全国较早一批直播售卖自家产品的农户主播之一。

这些年，孙丹妹通过在网上直播卖草莓，亲历和见

证过“流量的力量”，这也坚定了她无论种啥都要深度

拥抱互联网的决心。

“今年是我第一年种甘蔗，刚种下我就开始直播，

想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南方甘蔗咱洛阳也有。”孙丹妹

说，她引进的甘蔗名为黄金甘蔗，皮薄软，茎脆嫩多汁、

清甜可口，经过几个月的线下耕种和线上引流，到了甘

蔗丰收期，她果然看到了成效，“不愁销路，商户订单和

散客采摘基本上能把我园里的甘蔗扫光”。

孙丹妹算了算，今年，她的甘蔗园亩产约1500根

甘蔗，按照一根10余元的市场均价并除去种植成本，

落在口袋里的也有近万元。

有了这一账单托底，加之“线上销路”助力，孙丹妹

对来年扩大种植面积有了底气。按照她的计划，明年

将加大投入力度，继续扩大甘蔗种植规模。

“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但种植甘蔗对我来说就是

‘两头甜’，一头甜的是‘钱袋子’，另一头甜的是更优的

种植结构，降低了种植风险。”孙丹妹说，希望用她的奋

斗故事带动更多乡亲加入种植、管理、销售甘蔗的“甜

蜜事业”中，一起增收致富。

草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曹玉姣介绍，草庙村水源丰

沛、土层深厚，种植草莓、甘蔗等经济作物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同时，以村干部带头的方式鼓励

引导农户了解、学习互联网知识，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突破销售瓶颈。闲暇时间，她也经常用自己的抖

音号帮助农户进行直播，希望带领更多农户行动起来。

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洛阳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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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甘蔗“两头甜”

初冬时节，栾川县白土镇，
蜿蜒在大山深处的“四好农村
路”串联起了乡村美景。近年
来，栾川县持续推动“四好农村
路”暨旅游公路建设，形成了以
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
村为网点，遍布农村、连接城乡
的农村公路交通网络，有效促
进交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通
讯员 侯豫炯 摄影报道

“四好农村路”群众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