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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商佩 通讯
员陈越 周云）“被信任的感觉真
好！我们回家翻箱倒柜也要把书
找出来。”2月9日，市民汪女士在
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一封长长的“表
扬信”，点赞武汉图书馆的弹性服
务。

馆方介绍，延期归还等弹性举
措让读者更加遵守借阅规则、践行
诚信借阅，如今，该馆月均办理延期
书籍已降至40册。

2月9日11时许，汪女士带三
年级的儿子在武汉图书馆看书，准
备离开时却在借还书环节遇到了难
题。“之前借的一本《水浒传》怎么也
找不到了，因为超期未还，我们没法
继续借阅其他书籍。”面对这一突发
状况，汪女士向现场工作人员寻求
帮助。

图书馆馆员告诉汪女士，可以
购买一本相同的书籍进行归还；但
在进一步查询后，馆员发现该书是
2014年出版的版本，市面上已经不
再出售了。于是，为了不影响小读
者继续借阅其他书籍，工作人员迅
速采取了灵活处理方式，主动办理
了特殊延期还回手续，并暖心提醒

小朋友：“找到书后，带到图书馆来
就行！”

“这是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让
我觉得很温暖。”汪女士说。

汪女士还在朋友圈中写道：
“点赞武汉图书馆的服务！就这态
度和服务，还说啥，回家翻箱倒柜
也要找出来。”她告诉记者，图书馆
并没有因为书本丢失而简单粗暴
地要求赔偿，而是用再买一本书的
方式来解决，这个做法本身就非常
人性化。同时，工作人员还主动帮
忙查询了书籍版本问题，避免了读
者因买不到书而需要再次跑图书
馆的麻烦。

武汉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双减”政策落地后，图书馆青少年
阅览室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节假日到馆人数大幅攀升，阅读热
情持续高涨。“我们始终坚持将心比
心，为读者排忧解难。如果小朋友
确实找不到书，图书馆也不会因此
就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

记者获悉，武汉图书馆广泛采
用自助借还书系统，读者借阅图书
后需在30天内归还。若超过规定
期限仍有图书未归还，根据借阅规
则，读者将暂时失去继续借阅其他
图书的权限，直至所有逾期图书全
部归还后，方可恢复正常借阅服
务。然而，对于少儿读者来说，由于
借阅数量较多，常常会出现因逾期
图书落在家里而无法正常归还的情
况。为此，青少年阅览室及时梳理
了常见问题，为读者做好登记，并将
未带图书先做延期处理，避免影响
读者后续正常借阅。

“这种弹性处理方式不仅有效
解决了读者的借书问题，还提升了

他们对图书借阅规则的理解与遵守
程度。”该负责人表示，在弹性处理
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读者自
觉遵守借阅规则、践行诚信借阅行
为。数据显示，针对特殊情况的图
书处理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从
2024年初的月均200册降至2024
下半年的月均80册，今年1—2月以
来每月仅有约40册图书需要进行
特殊延期处理。

10日中午，汪女士告诉记者，小
朋友回家后认真翻找，终于找到了
《水浒传》，“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去图
书馆还书呢！”

汪女士点赞武汉图书馆服务。
社交平台截图

馆员指导小读者自助借还图
书。 武汉市图书馆供图

“被信任的感觉真好！”

武汉图书馆“逾期书”
从月均200册降至40册

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王
俪颖 杨彦）2月12日，正值蛇年元宵佳
节，湖北省图书馆数百条灯谜营造出红
红火火的节日氛围，甲马、棕编手作、投
壶、糖画等非遗技艺吸引近千名市民读
者观赏，不少读者动手参与非遗制作，体
验了一把传统佳节里的传统文化韵味。

当日上午，记者在省图一楼东大厅
看到，糖画艺人的铜勺流转间勾勒出呆
萌可爱的蛇形糖画，小读者开心地拿着
蛇形糖画，露出灿烂的笑脸；图书馆馆
员与读者穿着传统服饰共同参与投壶
射礼、灯谜挑战等活动，其乐融融。

这场名为“梅雪开春景蛇舞闹元
宵”的第二十一届读者元宵灯谜会，以
一场融合非遗技艺、影视IP与城市记忆
的沉浸式文化盛宴，为市民勾勒出一幅
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节庆图景。不仅重
现了甲马、棕编手作、投壶、糖画等传统
技艺的活力，更以《哪吒之魔童闹海》及
武汉地标文化为纽带，在非遗和书香中
传递着文化自信的深层力量。

现场，棕编非遗传承人指尖翻飞，

编就活灵活现的草编锦鲤，吸引了众多
读者的围观。来自汉口的市民读者张
先生带着儿子体验非遗项目“甲马拓
印”。“甲马拓印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文
化。今天大家通过拓印祈愿新年吉
祥。”他们一边听着馆员的介绍，一边将
墨辊在梨木雕版上反复滚压，揭起宣纸
瞬间，灵蛇盘踞的生肖图案跃然眼前。

除了线下市集，省图“梅雪开春景蛇
舞闹元宵”系列主题活动同步推出线上
答题大比拼。谜题除了涵盖常规的民俗
知识、生活常识，还有“‘上不在上，下不
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猜一字”“‘屈
原故里迎元宵’打一成语”等取自《说文
解字》《楚辞》《荆楚岁时记》这类文化典
籍的谜题，也不乏“《哪吒2》中敖丙的兵
器名称”等热门影视趣味问答。

当日，位于省图大楼内的湖北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元宵当日开展了非遗童
趣馆之“团团圆圆，图书馆里闹元宵”读者
活动。省图银龄E时代·慢读书社新春社
圈聚会“寻味中国年品读慢时光”主题活
动，为老年读者提供了元宵聚会的契机。

武汉晚报讯（记者余睿）2月3日，家住
硚口区宗关街道铁桥路附近的居民刘先生
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向有关部门留言建议
称，应将硚口区“铁桥路”更名为“申新路”。

刘先生表示，以前这条路附近有国营武
汉第三棉纺织厂，厂子前身就是申新第四纺
织厂。“我母亲就是从厂里退休的，我本人也
是在这条路上长大的，附近居民和厂里的老
职工对这条路的感情很深。”刘先生认为，将
道路改为“申新路”能更好地留存一段回忆，
改名为“申新”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当天，记者翻阅相关资料了解了这段
历史：1918年，上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在汉口宗关购地40亩建福新面粉公司，福
新面粉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一厂至四厂，
所以汉口这边的面粉厂也叫福新面粉五
厂。

由于福新面粉厂在武汉开业之后，生意
火爆，而当时装面粉的袋子都是从上海运过
来的，跟不上汉口这边的产出需求，荣氏兄
弟商议之后则决定在面粉厂边上建一个纺
织厂，以便让面粉袋子自给自足。于是，
1922年，申新第四纺织厂在福新面粉厂的
西面落成并投产。新中国成立后，申新第四
纺织厂转变为国营武汉第三棉纺织厂。

2月7日，硚口区民政局地名办相关工
作人员回复市民称，“铁桥路”目前不宜更
名。工作人员表示，从地名名称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上看，“铁桥路”于1954年以临近
汉水桥而得名，其名使用时间已有70年之
久，被群众熟知和认可，如要更名，不仅影
响到群众对地名的重新适应，而且将影响
到众多居民和单位的不动产权证、户口簿、
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地址的变更，将给单位
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社会震
动较大。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通知》（2021年）
第一章第五条中规定，道路命名后已投入
使用的，在道路走向没有发生改变或没有
特殊原因，禁止更名。并且从《武汉市地名
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22号）中对道
路名称命名规定上看，道路名称不得重名。

“早在2004年为保留区历史文化印
记，我们已在该区域对‘申新路’进行了命
名，因此无需再将‘铁桥路’更名。”该工作
人员解释。

猜灯谜、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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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建议武汉一路名更名
地名办详尽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