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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 摄影报道）一排排高大的木制
书架靠墙而立，各类书籍分门别类、整齐排列；屋子正中
四张桌椅摆放于书架前，几位居民正各自端坐桌前，静
静地阅读……2月1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走进位于
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团结社区的城市书房，阵阵浓郁的
书香气息扑面而来，干净而优雅、美丽而朴实、智慧而温
馨，浸润着整个社区，引领着新年新风尚。

“我家孩子从小就爱看书，学校老师也时常鼓励家
长多给孩子拓展一下课外知识面，所以之前每到节假
日，我总喜欢带着孩子去田区的新华书店读书、买书。
如今好了，家门口有了城市书房，以后看书再也不用跑
那么远了！”城市书房内，和孩子一起来看书的张莉高兴
地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自己家住在八公山商业
街附近，步行到城市书房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所以今
年寒假，只要有空，她就带着孩子，或是约上两三好友，
一起来这里品读书香。

最是书香能致远，一屋芬芳润万家。2022年，八公
山区文旅局按照市文旅局安排，通过建设城市书房这一
文化惠民政策的有益探索，在辖区内打造“15分钟阅读
文化圈”，引导群众慢下来静享书香时光，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通过认真筹划，我们最终敲定在团结社区建设
城市书房，该项目共计投入资金约38万元，2022年10月
中旬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使用。”采访中，区文旅局有关
负责人称，该城市书房位于交通便利的八公山商业街
内，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分为活动室和借阅室，有实体
书籍5000余册、盲文书20册、电子书3000册，其中电子
书每月自动更新150册，图书资源丰富，软硬件设施完

善，可以更好地满足辖区群众的阅读需求，让他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丰富的“精神食粮”。

“城市书房的前身是我们社区的图书室，原先也有
上千册书籍，但难以满足不同群众的阅读需求，后来区
文旅局将城市书房定在了我们社区，并对图书室进行了
大力改造，不仅增加了实体书籍，还添置了电子阅读设
备等，同时完善了借阅系统，既盘活了原先图书室的资
源，也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团结社区书记马媛
媛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去年城市书房投入使
用后，他们就利用这一资源开展了多次文化活动，如全
民阅读、读书角交流活动，以及年后的新春读书会活动，
营造了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为构建学习型
社区增添助力，也不断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

城市书房要想真正发挥实效，不仅要建得好，更需
用得好。采访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了解到，下一
步，区文旅局将联合团结社区紧盯图书配送和定期更
新，配备专业的服务和管理人员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
持，努力实现城市书房这一新型公共阅读空间的标准化
服务，确保服务质量和服务效能。与此同时，加大对城
市书房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在辖区群众间的知名度，并
盘活城市书房的文化、交流、休闲等多重功能，积极举办
多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引领和满足群众对优美阅读环境
及品质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今后，我们局还将在其他社
区建设城市书房，打造多个‘15分钟阅读文化圈’，让更
多居民享受到这一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带来的福音。”区
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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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严 摄影报道）一扇被磕出洞的木
门，经过一双巧手打磨、填充、上色后焕然一新，这就是
家装美容师这一职业带来的“神奇”效果。

1月30日，在淮南市某小区一业主家门前，家装美
容师许勐正在对破损的木门进行修复，这扇木门内是该
层楼的电表房，旁边业主家在装修送材料时，工人不小
心将木门磕出一个大洞，于是，装修公司联系了许勐上
门修复。当日下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现场看到，
修复木门时，许勐的神情非常专注，只见他先查看了木
门的“伤口”，然后从自身携带的大包内找出工具和材
料，用腻子等填充“伤口”，这个过程进行了两三遍。填
充后，其再拿出打磨工具，进行打磨、上底漆等一系列工
序。许勐的大包很重，估计有10斤左右，里面就像哆啦
A梦的百宝箱一样，啥都能找到。木门的颜色偏近鹅黄
色，只见他从包内找出各色自喷漆，几种颜色混合在一
起，调制好颜色后，再用刷子刷上颜色，最后再用吹风机
吹干，看似简单的一个修复，他却用了两个多小时。

看到破损的木门在自己的修复下焕然一新，许勐很
是满意，拿出手机拍好照片，发出“交工”。按照同样的
流程，在该业主家，他又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修复了
一扇衣柜门上的小洞。

相对于那些一修好几天的活，许勐更喜欢接这种

“短平快”的小活。他说，这样时间更自由。凭借着家装
修复这一手艺，许勐每个月可以收入一万多元，收入还
是其次，重要的是，他从事了自己“梦想”中的工作。

今年44岁的许勐多年来一直从事家装行业，几年
前，他在卖家具的时候，发现许多家具在运输过程中破
损只能发回原厂，就觉得非常可惜。2016年，《我在故宫
修文物》在央视热播，这是一部重点纪录故宫书画、青铜
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宫廷织绣等领域稀世珍
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看到在修复者
的巧手下，一件件破损文物“化腐朽为神奇”，这让一直
喜欢做手工活的许勐触动很深，也很想从事这么一份工
作。当时，在淮南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很少，许勐经过多
方打听，结合自己的职业，他到合肥参加了一个由家具
厂家开设的短期培训，很快掌握了家装修复这一手艺。

经过几年来的打磨，如今只要是家装方面的，如家
具、瓷砖、墙面等，许勐都能修复，每次修复对他来说，都
是一次对破损物品的“起死回生”，也是一件“作品”的诞
生。许勐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当时看《我在故宫
修文物》时，就梦想能从事这一行业，虽然现在做家装修
复的手艺跟修文物还相差甚远，但也算是从事了自己热
爱的事业，实现了人生价值。有梦想，只要努力，就一定
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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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年初六工人们
就开始陆续到岗，初八正式全面复工复产。”1 月 29
日，阳光水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
鸣，人员忙碌，一条条新“出锅”的水面浮体走下生
产线。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其公司在国内外已
锁定签约的订单在4亿元左右，新一年生产任务较为繁
忙。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26日，系阳光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拥有50余人的研发团队
和先进的原材料研发实验室，自2013年底开始布局漂
浮电站相关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研究以来，已申请漂
浮电站相关专利100余篇，实验基地更是在2021年被
评为“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

作为全球首个大型漂浮电站的缔造者，该公司自
2018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后，一直持续加大产品研发，2022年底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公布的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

单，阳光水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列。
走访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看到，其检测室

内摆满了各类仪器，工作人员在仪器前正对产品进行
深度检测。现场负责人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
他们公司致力于高分子材料和光伏水面浮体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水面光伏电站浮体系统方案的设
计、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公司已服务近百个项目，
包括极寒地区、蓄水池、台风区及近海区，产品的安
全性和“绿色”特性深受好评。

除国内市场外，阳光水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产
品已销至以色列、日本、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第一，目前其产品在欧
洲、南亚、中亚、美洲等新市场均有订单突破，部分
产品已经开始发货。应对增量订单，该公司在2022年
新增了4台吹塑设备，预计2023年投入两条注塑生产
线，计划实现收入5亿元，2025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10亿元，持续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新
年
新
气
象

企
业
复
工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