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时兴书屋的创办灵感来源于
什么？

吴昊：创办这间书屋，灵感源于乌
海地区的四合木，四合木就像乌海人一
样，从不畏惧艰难困苦，热爱生命、热爱
生活，真诚炙热、历久弥新，很酷、很努
力，还很低调。于是，我就想用共享书
屋这种形式，把这份代表乌海的风景与
人文表达出来。

第一家书屋是开在小区里，小区里
有幼儿园，那是我“共享图书梦”起步的
地方，如何让每个孩子都能读到优质的
童书，这个念头跟我创办时兴书屋的理
念一直伴随着我和我的共享书屋。

记者：您觉得阅读与书店的价值体
现在哪里？

吴昊：书对于人类，就如同水对于
沙漠一样重要。乌海紧邻沙漠，我们乌
海人硬是在这里建起了“沙漠绿洲”，那
么，我也想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公
共文化事业作贡献。

时兴书屋追求社会效益，在运营
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会更大。但是，挑
战也给我们带来了成长。这种力量来
自哪里？其实就是来自知识和文化的
力量。我的书屋有很多小会员，有的
从 2 岁就开始来这里读书、借书，后来
他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从一个小屁孩
儿变成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见证了
他们的成长，我的成就感爆棚，真的太
幸福了。

记者：书店如何为城市文化建设
贡献力量？

吴昊：未来我们就是想持续做好运
营，希望每一个走进时兴书屋的人，都
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停下来的读
物，拥有静下心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一
个心灵休憩的好地方。我们还打算在
乌海开更多书屋，让阅读更加便捷。虽
然，这个做起来有点难，但我还是会在
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不管在哪儿，书店总能让人流
连，一个小区、一条街区、学校外、商
场里、公园里……我们总是希望能找
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坐下来，或者只
是聊聊天、发会儿呆。如果一座城市
没有书店，那它就少了一阕有关文化
的味道。当城市里的书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元，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会越
来越丰富。

李承祖（内蒙古乌海市新华
书店副总经理）

1974年，新华书店在海勃湾
区新华东街21号开设，至今已有
41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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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瑜）6
日，“文墨飘香笔绽芳华”乌海
供电公司文学创作分享暨文
学爱好者交流座谈会举行。

座谈会上，市作家协会的
马可达、海区作家协会的李荷
花等本土作家结合自身的创
作经历、灵感来源、写作技巧
等展开分享与交流。另外，现
场的文学爱好者还朗读了自

己的文学作品，作家和爱好者
们从作品的主题、结构、语言
等角度进行赏析与点评。

据介绍，该活动是内蒙
古电力集团乌海供电公司给
文学爱好者搭建的一个互相
交流、学习、成长的平台，活
动有效激发了年轻文学爱好
者的创作灵感，营造出浓厚
的文学氛围。

本报讯 （记者靳婧）为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激发青少年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市文化广电
事业发展中心积极推动“非
遗进校园”活动。目前，挂
毯织造技艺已成功走进乌
海市第一中学初中部，受到
部分学生欢迎。

挂毯织造技艺历史悠
久、工艺精湛，其传习所作
为乌海市首个自治区级就
业工坊，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共
有 13 名初一学生参与其
中。学校利用每周四下午
四点半至五点半的社团课，
为学生们搭建起学习非遗
技艺的平台。

为确保教学质量，市文
化广电事业发展中心精心
安排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王中耀老师、
王萍老师担任课程教师。
两位老师凭借深厚的专业
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采
用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
的教学方式，为学生们带来
了精彩的非遗课程。在理
论课上，老师们深入讲解挂
毯织造技艺的历史渊源、传
承谱系以及制图等知识，让

学生们对这门古老技艺有
了全面了解；实践课上，学
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
学习编织甲骨文、十二生肖，
在一勾一拉一砍的操作中，
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参与活动的学生崔歆
然表示，学习这门社团课已
近两个学期，操作过程看似
简单，实则充满挑战，需要极
大的耐心和毅力。不过，在
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发现这
种编织动作竟成为了一种独
特的放松方式，让她在紧张
的学习之余感受到了心灵的
宁静。目前，崔歆然正满怀
热情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作
品，期待最终成果的呈现。

“非遗进校园”活动是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举措。将挂毯
织造技艺引入校园，不仅让
学生们近距离接触和了解
非遗，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也为非遗技
艺的传承和发展培养了后
备人才。市文化广电事业
发展中心将继续加大“非遗
进校园”活动的推广力度，
丰富活动的形式及内容，让
更多非遗项目走进校园，让
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本报讯 （记者靳婧）6
月5日，“中国书法城·乌海”
公益大讲堂在当代中国书
法艺术馆圆满结束，100余
人到场参加讲座，2000余人
通过线上观看直播。

本次讲座特邀西安碑
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
法家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
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艺术系
主任、教授张冰两位老师现
场授课。

陈根远老师以《碑刻碑
帖纵横谈》为题，通过实际
案例详细介绍了碑刻的多

种分类，并深入讲解了拓本
起源，以及旧拓与新拓、原
石拓本与复刻本的区别等
知识。张冰老师以《文墨同
辉——书法创作的时代命
题》为主题，详细讲解了各时
代书法的审美特点与当代书
法创作的核心要点。

此次讲座内容丰富、生
动有趣，通过“线上+线下”
的授课模式，吸引了众多书
法爱好者积极参与，为众多
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
学习渠道，也为提升我市书
法创作水平以及文化修养
水平搭建了广阔平台。

本报讯 （记者姜瑜）为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聚焦打造北疆文化品
牌和乡村文化振兴重点任
务，激发新时代乡村文化活
力，持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内蒙古文联组织开展“村歌
嘹亮”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
台歌曲征集活动。我市文联
选送的歌曲《赛汗乌素》成功
入选，将于6月下旬赴乌兰
察布市参加“村歌嘹亮”2025
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据

了解，12个盟市共选送53首
歌曲，其中20首入围。

《赛汗乌素》是一首赞
美我市海南区赛汗乌素村
的本土原创歌曲，是由我市
的词作家王华峰作词，他的
代表作有《山高水长》《乌
海》等；作曲者是内蒙古音
乐家协会会员麻瑞英，代表
作品有《奔腾吧内蒙古》等；
演唱者则是内蒙古音乐家
协会会员连志源和中国曲
艺家协会会员袁沛耀。

城市为什么要有书店
本报记者姜瑜

从最初每个地区标配的新华书店，到后来逐渐多起来的、装潢更精美的城市书店，再到
具有更多公益性质的共享书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关于书店的记忆。

书店在城市中存在时，你或许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如果有一天它突然关门了，你会很
不舍、很唏嘘。试想如果是便利店、理发店、裁缝店等这些店关门，我们也许都不会有太多
感觉，反正过段时间又会开新的店。

为什么书店关门会引起不舍和留恋，这大概就是书店对于城市的意义。书店自带一种
文化属性，让我们的城市多了一种色彩，多了一种不同于热闹的社交场景。本期，作者专访
了我市四家书店的创始人或主理人，听他们讲一讲城市为什么要有书店。

孔凡峰（竞人书店创始人）
1994年，竞人书（社）店在

海勃湾区公园南路开设。最初
只有13平方米，如今已发展为
600多平方米的城市书店。

王志萍（乌海书城创始人）
1997年，乌海书城在海勃湾

区新华东街开设，如今在三区均
有分店。

吴昊（时兴书屋创始人、主
理人）

一家创办于2021年的共享
式书屋，在公园、社区、学校周围
等处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外在
形象和精神气质的有机统一，也是城市内
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

乌海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
移民城市，20 世纪50 年代末，来自天南地
北的建设者因煤炭开发在这里相遇，在
这块沃土上创造着财富与价值，并形成
了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文化，有文学、
绘画、书法、摄影、赏石、戏曲……在丰

富 着 老 百 姓 的 日 常 生 活 的 同 时 ，也 涵
养着城市的独特气质。

为探寻乌海地区有价值的文化现
象，深层次研究各类文化现象给乌海人
带来的丰富体验，本报特开设“弘扬北疆
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文化会客厅”栏目，
邀请学者、业内人士、专家以嘉宾漫谈的
形式，探讨引人注目的文化话题，讲好新
时代乌海故事。

记者：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新华
书店？它开设在乌海是因为什么？

李承祖：新华书店一直都致力于
阅读推广和文化传播，在乌海也是一
样的。

新华书店始终严格遵守国家出
版发行法律法规，坚持课前到书、人
手一册，弘扬正版、诚信经营；新华书
店还坚持“双效”统一，积极开展“七
进”工程、送书下乡、全民阅读公益活
动、“草原书屋”“鸿雁图书悦读”计划
等文化惠民工程；同时，还拓展了研
学旅行、教育培训、文创产品等产业
项目。

如今，新华书店早已成为乌海人
获取知识、享受阅读的重要场所。

记者：新华书店在满足城市居民
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努力和
尝试？

李承祖：书店里的变化、书架上的
陈设、书籍中的智慧等，我在书店工作
十年，有幸能与很多喜爱读书的人打
交道，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了解读者，懂
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书店，他们的需
要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比如，读者
喜欢典雅的环境，我们就在2017年升
级书店环境；阅读需求多样化，我们就
拓宽图书品类；读者喜欢书店里有互
动，我们就定期举办作家签售、专题讲
座、读书会、万家支部结新华等文化活
动，我们就是要为读者搭建一个交流
与学习的优质平台。

目前，新华书店已成为“乌海市中
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青年爱里”“乌
海市全民阅读活动基地”等文化活动
的固定场所，颇受市民喜爱。

记者：对于书店未来的发展，您
有怎样的规划和期待？

李承祖：书店既是知识的宝库，
又是思想碰撞的舞台，今后，新华书
店依然会是乌海人最喜爱的文化生
活空间。

激发市民阅读热情，培养良好阅
读习惯，定期举办作家见面会等文化
活动，让“逛书店”成为更多人喜爱的
一种生活方式。阅读空间打造、书籍
资源丰富、多样化阅读形式等，让阅读
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进而为城市
公共文化贡献更大力量。

记者：当初您为什么开这家书店，
尤其是这种类型的书店？

孔凡峰：那年我21岁，当时父母所
在的企业效益不好，我还在读大学，为
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在亲戚的帮助
下，用全家仅有的几千块钱存款开了这
家书店。

现在看来，想挣钱其实并不是我开
书店的唯一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从
小就爱读书，读了很多书，也存了很多
书，开书店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最初，我惊讶于书籍市场的琳琅满
目。面对这个巨大的市场，我还是坚持
主要经营社科人文类书籍，同时书的品
质也是我的原则之一，虽然经济效益的
回报周期更长、更慢，但也正因这两个
坚持，书店在乌海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品
牌与特色。

记者：在您看来，书店对于城市居
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孔凡峰：开书店的30多年里，我依
然会读书，还因此结识了很多爱读书的
人，我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很多优秀的品
质，这对我的个人成长和精神世界来说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店在海勃湾区第一小学附近，每
天都会有小孩子来书店，他们把书包往
地上一扔，一边读书一边等家长来接，
有的孩子会把喜欢的书藏起来，下次再
找出来接着看，那些调皮的、爱读书的
小孩现在都长大了，他们还会来逛书
店，还喜欢阅读。

我跟着书店成长，孩子们也跟着书
店成长，这就是我想要的书店，它是与
人紧密相连的，有温度、有故事。

记者：您对书店未来的发展有怎样
的期待？

孔凡峰：比起高楼大厦，书店的存
在，让人看到了城市柔性的一面，是一
抹暖色调。

它能让人在某一刻停下来、静下
来，在书中与优秀的、丰富的、有内涵的
思想进行交流，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加
油，它装满了人类的精神财富，这就是
书店。

未来，民营书店依然有很大的生存
挑战。面对实体书店销量持续下滑，我
们已进行转型，并客观地面对这件事
情。但只要书店存在，它在城市文化发
展中就有意义。

记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开了
这家书店？

王志萍：在乌海开一家特色书店，是
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梦想。我怀揣着这份
梦想，打造了这家有温度、有灵魂的书店。

乌海书城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是融合
的，也是多元化的，是一个集阅读、休闲、
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里
面有柔软的沙发、明亮的灯光、香气四溢
的咖啡，这让更多人爱上书店、爱上阅读。

记者：您开书店的原则是什么？
王志萍：打造乌海书城的过程，于我

而言，是一场充满挑战与惊喜、汗水与欢
笑的成长之旅。从最初为书店选址，到
设计装修风格，再到选书，每个环节都倾
注了我的心血与汗水。

在经营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困难与
挑战。比如，在商业利益与文化价值之
间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如何吸引更多读者走进书店，感受纸
质书的魅力？面对线上阅读平台的冲
击，我们如何突出重围？如何打造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这些问题常常让我陷入
沉思，但也正是这些挑战，让我更加明确
自己的方向和使命。

“文化为本，服务至上”，是我的开店
原则，让每一位走进书店的读者都能享
受到优质的阅读服务。因此，我也收获
了许多温暖与感动。有一次，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读者特意来书店告诉我，他在
这里找到了一本年轻时读过的书，那本
书承载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一刻，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书店对于读者的意
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售卖书籍的地方，更
是连接读者与过去、与情感的一座桥梁。

记者：您希望书店在城市文化发展
中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志萍：在我看来，书店对于一座城
市而言，它是城市的文化符号，是市民的
精神家园，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情感，见
证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同时，书店也是城市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我们经常在这里举办各种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
活，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今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拓展书店的
业务范围，引入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项目。此外，我们也将加强与线上
平台的合作，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扩大书
店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非遗进校园”
让传统技艺绽放新彩

《赛汗乌素》入选“村歌嘹亮”
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

文学爱好者交流座谈会

“中国书法城·乌海”公益大讲堂举办

时兴书屋之沙漠美学书店。竞人书店（总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