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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开设便民夜间门诊
本报屯城10月1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林小丹）10月17日晚8时
许，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屯昌分院门诊楼理疗科
诊室里，主治医师耿翊宁正忙着为患者看诊、
针灸、拔罐。据悉，该院理疗科自8月下旬开设
便民夜间门诊以来，通过错峰诊疗、延长服务
等方式，为当地患者带来更便捷的就医体验。

在约200平方米的理疗室里，数名医护
人员有序地为不同的患者实施治疗。“前段时
间颈肩部疼痛，但白天一直没空来治疗，多亏
了这夜间门诊，真方便！”正在接受针灸理疗
的患者吴先生介绍，由于长时间伏案工作，颈
肩等部位疼痛加重。自上周到该院接受针灸
及艾灸治疗数天后，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该院副院长秦庆广介绍，接下来，将根据
患者的不同需求，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以
适应夜间门诊的实际需求；同时，制定更加科
学合理的排班表，保证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
与休息“两不误”。

据悉，该院便民夜间门诊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四19时30分至21时30分，主要接诊中医
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通过运用中药、针灸、
推拿等治疗颈、肩、腰、腿痛及中风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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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10月18日，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东坡文化干部
教育培训基地在海南省委党校揭牌。
作为国内第一家以“东坡”为主题的图
书馆，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填补了该
领域专业图书馆的空白。

据了解，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总
面积2278平方米，设阅读互动区、藏
书区、电子图书阅览区、学术研讨区及
文化交流接待区等五大核心功能区。

目前，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在馆
藏书总量9036册，不仅收录了国内外
与东坡相关的古籍文献、经典著作、研

究成果、期刊报纸等资料，还收录了与
东坡相关的绘画、书法等文献，为东坡
文化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资
料宝库。

当前，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信息化
工程（即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建设第二
期）建设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数字馆

全面建成后，现有的馆藏图书、珍贵的
书法与绘画作品等将全部以数字化形
式保存并展示，藏书量也将逐步累积至
10万册以上。另外，与东坡文化活动紧
密相关的视频资料等，也将在数字馆永
久保存并广泛传播。届时，读者可通过
手机等移动终端，实现图书、艺术作品

及视频内容的在线借阅与浏览，极大地
拓宽东坡文化的传播渠道。

未来，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将定
期举办东坡文化讲座、研讨会、展览
等活动，促进学术交流，打造成为传
承东坡文化、展示海南文化魅力的重
要窗口。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开馆
系国内首家以“东坡”为主题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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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把古籍捐
赠给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能让东坡
文化古籍找到最好的归宿”“让我们
携手共进，为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的
发展贡献力量”……10月18日上午，
在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开馆仪式上，
11位收藏家获颁捐赠（托管）证书，
并集体宣读倡议书。

据了解，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自
筹建以来，得到社会组织、收藏名家
等的热情支持。国内收藏家王富龙、
金亮、张玉坤等11人自发组织，慷慨
捐赠东坡古籍善本。海南出版社、
《巴蜀全书》编纂组及东坡文化爱好
者等捐赠或委托管理的东坡图书、文
物，极大地丰富了馆藏资源的多样性
与珍贵性。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
为了更好临摹东坡书法，30年来，王
富龙一直热衷收集东坡典籍文献。
今年2月初，当听说海南要筹建东
坡主题图书馆，王富龙十分兴奋，主

动发动10位收藏界朋友组团慷慨
捐赠。

“好东西就要分享出来，让更多
人看到。”王富龙说。日前，他向海南
东坡主题图书馆捐赠了3套书——
嘉庆刻本《东坡书传》、道光三苏祠刻
本《东坡全集》、明代汲古阁《东坡题
跋》，希望让更多人通过这些藏品了
解东坡、了解海南。

金亮是浙江省古典文献研究会
会长，为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捐赠了
《苏文忠公诗合注》一套。“这套书是
我特意托朋友找到的。”金亮表示，东
坡文化延续千年、影响广泛，目前，他
还在寻找其他东坡文献，若有幸得
之，将毫不犹豫捐给海南东坡主题图
书馆。

“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收藏家为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热心捐献了许
多东坡文献，对海南学者研究东坡文
化，包括东坡文化的发展历史，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南师范大学教
授阮忠表示。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10月18日，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开馆仪式在海
南省委党校举行。该馆都有哪些重
量级藏品？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带
您一探究竟。

走进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仿
佛穿越近千年时光回到北宋，可一
睹“千年顶流”苏东坡的风采。在
图书馆一楼，苏东坡的《北游帖》
《东武帖》《渡海帖》三则稀世尺牍，
借助现代技术以书影的形式“亮
相”于此，让更多人领略其古韵盎
然的笔墨风采。

来到二楼，读者可以看到东坡书
《兴龙节碑》清拓本、《花蕊夫人宫词》
明拓本等。“这些都是当时苏轼真迹
的拓本，很珍贵。”海南大学海南省东
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研究员王
睿介绍。其中，《花蕊夫人宫词》明拓
本藏于数字馆，卷长5米，初虽为破
本残拓，但纸墨精良、字迹清晰。除
了实物，读者还可通过该卷的电子图
像欣赏东坡小楷魅力，只见其用笔丰
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可谓“自出
新意，不践古人”。

居琼三年，苏东坡在海南创作
成果丰厚，与海南相关的作品、典籍
成为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的重量级
藏品。

嘉庆刻本《东坡书传》被摆放在
显眼位置。“苏东坡在海南儋州完成
了‘海南三书’的创作，并自认为这是

其一生著述的最大成就。‘海南三书’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南师范
大学教授阮忠介绍，其中，《东坡易
传》《论语说》主要撰述于苏轼居黄州
时期，来海南后进行修改完善，而《东
坡书传》则在海南完成。

《苏文忠公海外集》也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这两册书是东坡在海南
居住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的集合。”
王睿说，该海外集从宋代逐步流传下
来，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清
代由海南人王时宇编成最后的合
集。该馆展出的两卷《苏文忠公海外
集》，是民国时期海南文献学家王国
宪等以此为底本整理，由海南书局出
版的铅印本。

“不管是《东坡书传》还是《苏文
忠公海外集》，虽然作为文物年代不
算太久，却是我们了解东坡、了解海
南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文献价值非
常高。”王睿说。

除常见的“三苏”诗、文、词集之
外，该图书馆还藏有《苏东坡集版本
丛刊》《苏轼著作版本集成》《苏轼书
法全集》《苏门四学士著作合刊》《宋
代诏令全集》《宋代传状碑志集成》
《宋代序跋全编》《全宋笔记》《域外汉
籍珍本文库》等。另有一些与东坡文
化有关的古代历史、文学著作及现当
代学者的苏轼研究专著。

“目前，在馆藏书总量达 9036
册。”王睿介绍，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
藏书量将逐步累积至10万册以上。

琼中绿橙上市在即
将设线下专营店

本报营根10月1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宁玥）近期，不少消费者想了解琼中
绿橙何时上市。10月18日，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由该县政府实施统一农产品质量监管、
统一使用包装标识、统一追溯防伪、统一销售
授权管理的琼中绿橙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
正式上市。

琼中绿橙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琼中种植绿橙面积超过2万亩，已陆续进
入采收期。目前市面上销售的主要是各果园
自行采摘、加工、包装的绿橙鲜果。据悉，在
销售渠道上，除了政府指定的电商渠道外，今
年琼中绿橙协会将在营根镇筹备开设线下专
营店，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选购。

10月18日，记者走访位于琼中黎母山镇
的海南建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绿橙世界
园区，工人分别在运输、分拣等岗位上忙碌。

记者留意到，用于销售的纸箱按品质和规
格分为3种款式。其中，印有“琼中绿橙”标识、
企业自行设计的包装盒用于包装经机器分拣
和人工筛选的优质果。琼中绿橙协会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家企业为当地绿橙产业的龙
头企业，也获得了“琼中绿橙”商标授权使用资
格，因此可以选择将达到一定品质标准的绿
橙用印有“琼中绿橙”标识的纸箱自行售卖。

“企业包装与政府统一包装有所区别。”
琼中绿橙协会负责人指出，企业包装的绿橙，
品质主要由企业自行负责；政府统一包装的
琼中绿橙，会在指定的加工厂进行分级选果，
贴上相应果标和追溯箱标，消费者直接扫描
追溯二维码，便可知道果品生产基地和果品
生产的相关信息。

澄迈苦丁茶入选“一带一路”
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懿）近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
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一带一路”地理标
志品牌推广清单，涵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151件地理标志产品，包括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99件。其中，由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报的澄迈苦丁茶地理标志入选推广清单。

澄迈苦丁茶特色显著、品质优良，经过多
年发展，已成为澄迈重要特色农产品品牌。据
悉，澄迈苦丁茶保护区范围总面积约2万亩，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澄迈苦丁茶叶片肥厚
柔软，条形紧索油亮，汤色清澈明亮，滋味鲜爽。

依托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澄迈苦丁茶
对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据
了解，“澄迈苦丁茶”将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在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网站向全球进行推
广，极大地提升品牌影响力。

■ 梁君穷

10月18日，海南添了一处苏东坡的
“新书房”。

室内，窗明几净、笔墨丹青、书香
馥郁；室外，亭台流水、曲径通幽、草木
蓊郁。

这是10月18日开馆的海南东坡主
题图书馆，位于海南省委党校内，是全国
第一家以“东坡”为主题的图书馆。

虽是图书馆，但布置清雅、藏书众
多、会客空间宽敞明亮，不正是东坡理想
的书房模样吗？

东坡一生对书房情有独钟，眉州的
南轩，定州的雪浪斋，黄州的雪堂，惠州
的思无邪斋，儋州的载酒堂（现东坡书
院）等等。无论漂泊到何处，书房总是他
安顿身心的居所。

当我们走进这间“新书房”，能遇见
一个怎样的东坡？透过东坡的文心笔
力，又能收获怎样的启发？

见自我：读书修身正心

苏东坡惊艳千古的才学，起源于眉
州小院的那间书房。

“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
千。”南轩，正是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小时
候的书房，后来被父亲苏洵改名为“来
风轩”，据传摆满了苏洵亲自校读过的
藏书。

南轩是苏东坡少年发奋读书的地
方，是他成长成才的摇篮。当然，这一切
离不开父母对他的严格要求。

当晚年东坡来到海南，回忆起当年
在南轩读书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夜
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
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
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因
担心父亲检查读书情况，东坡焦虑不安，
可见小时候的东坡已将读书视为大事。

南轩也是东坡涵养人生品格的地
方。东坡小时候在南轩读书，有一次母
亲程氏给他讲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
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陷害，临刑前与母
亲诀别，范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正义
之举。

东坡听完后问母亲：“如果我做范
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氏回
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
母亲吗？”听完母亲的教诲，东坡“亦奋

厉有当世志”，在心中埋下了正直和担
当的种子。

多年之后，当东坡因“乌台诗案”被
诬陷下狱，被囚禁在御史台，看到南风吹
乱庭前的竹子，他写下“萧然风雪意，可
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这不正是他人生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可折不可辱，风停后又重新站直。

这诗中他还提到“此君知健否，归
扫南轩绿”。看到被风“摧残”的竹子，东
坡又担心起南轩的竹子。可见，少年时
的一间书房，对涵养东坡的君子品格何
其重要。

回顾东坡南轩读书的故事，既是为
了传承东坡文化，也为了获取前行的力
量。放眼当下，我们置身于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浪潮中，征途上难免艰难险阻，更
需读书修身立志，以文心养正心，涵养经
风霜而不凋、遇风浪而不倒的品格。

见天地：开启大写人生

“乌台诗案”后，东坡来到黄州，开
启人生另一番天地。

1082年，丰收后的东坡很高兴，便
用好友陈季常送来的一笔钱，在田地旁
边盖了五间房，将正中一间作为书房。
因其处于大雪之中，遂取名“雪堂”。

东坡还在雪堂四壁画满雪景，纷纷
扬扬的大雪，勾勒出天地一片白，打扫出
寰宇一片净，也造就了东坡安放身心的
居所。

银装素裹天地间，一片纯净入心
庭。身居雪堂，东坡领悟到人需顺应自
然规律，乐天旷达，才能活得更加从容且
自在。也由此，东坡成为了林语堂口中
那个“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

彼时，他泛舟游赤壁，写下“寄蜉蝣
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且夫天地之
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
莫取”。

在黄州，在这间“雪堂”书房，东坡
见识了天地，成为了“万里归来颜愈少”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东坡居士。
对于这间书房，东坡还作有《雪堂

记》，在文中他已不再执着于超然，一切
只求适意，便是知世事浑浊而不自弃，便
是“随缘放旷，但尽凡心”。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的

“时光走廊”悬挂着这首《临江仙·夜归临
皋》，让人不禁停步细吟。伏案雪堂，东
坡写出了这般词句，引发千古共鸣。

见识过天地的东坡，在面对“人生
如逆旅”之时，既不是躺平摆烂，也没有
浮躁亢奋，而是“适意”地应对，他选择

“忘却营营”，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开启了
大写的人生。

东坡这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比照当
下更有现实意义。无论干事创业还是
个人的成长，往往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
有看得远、想得深，不畏浮云遮望眼，才
能不被一时一事所惑，活出真实的自我。

见众生：永葆赤子情怀

1097年，苏东坡被贬至琼岛儋州，
也是他贬谪生涯最远最苦的一站。

初到之时，他“食无肉、病无药、居
无室、出无友”，但很快，东坡便与当地人
结下深厚情谊，还在他们的帮助下建起
一座房子，并依据“载酒问字”的典故，取
名“载酒堂”。

在载酒堂，东坡读书会友，讲学授
业，考察风土，传播文化。

在载酒堂的岁月，不论庙堂高士还
是乡野村叟，东坡都真诚相待，甚至当地
孩童都能“黎音笑语说坡翁”。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
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
东坡眼里，众生平等，所以，他不仅为读
书人讲经传学，还劝导当地群众移风易
俗，发展农业生产。

在载酒堂的岁月，他写下《和陶劝
农六首》，苦口婆心劝说当地群众改变

“不麦不稷”的状况，重视农耕，改进工
具，发展水稻生产。

近代海南著名学者王国宪评价苏
东坡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
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如今，海南设立东坡主题图书馆，
既有大量东坡文献可供读者研读之用，
还开设了“东坡文化干部教育培训基
地”，使我们得以学习东坡文化，近距离
体悟东坡精神，以文心养正心。

既是图书馆，也是教育培训基
地，这倒与载酒堂既是书房也是学堂
相类似。

当我们走进东坡这间“新书房”，该
如何向东坡学习呢？透过东坡与书房
的故事，笔者想到三点可学：

一学南轩读书的东坡，勤勉读书、
增长才识、修身正心；二学雪堂转折的
东坡，宽广胸怀、“忘却营营”、超越自
我；三学载酒讲学的东坡，秉持赤子之
心，深入寻常巷陌，造福一方百姓。

在海南“新书房”，
跟着东坡以文心养正心

11位收藏家组团捐赠东坡古籍

这些重量级藏品，你了解多少？

① 海南东坡主题图书馆内的藏书。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② 东坡文物印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③ 10月18日，读者在海南东坡主题图
书馆内阅读。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爱新觉罗·溥光书画
2024海南首展举办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晓惠）10月18日上午，“爱新觉罗·
溥光书画2024海南首展”在海南省图书馆开
幕，展览共展出书法和绘画作品130余幅，免
费向公众展出至10月24日。

爱新觉罗·溥光，又名宋曙光，当代作家、
书法家。

在展览现场，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看到，
此次展出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
书法作品涵盖了隶书、篆书、草书等多种风格，
而美术作品则多以歌颂祖国为主题，通过绘画
的形式，细腻地叙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展览展出的130余幅作品中，有三分之一
是以海南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灵感，生动
展现了海南独特的自然美景和文化韵味。

本次展览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海南省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海南省书法家协会、海
南省美术家协会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