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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圆明园防渗之争》全景 再 现
我国环境保护与文物保护史上的
标本事件——圆明园防渗事件的来
龙去脉以及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
故事。

作者赵永新是第一位报道圆明
园防渗事件的记者，首发报道后，他
一直跟进此事，先后 10 余次到圆明
园实地采访，并请教各方专家数十
位，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此后，
他耗费数年之功，写成这部纪实作
品，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纪录，
真实、生动再现了圆明园防渗事件
的一波三折、柳暗花明，以及台前幕
后的历史细节。时隔 16 年之后，相
信读者在阅读《圆明园防渗风波》

时，会在重温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
示、做出自己的判断。

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
大环资委原主任委员曲格平和人民
日报资深记者李泓冰为本书热忱作
序，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北京大学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原院长俞孔
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
舟、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
平等专家学者联名推荐。

曲格平表示，圆明园防渗事件
还是一堂生动的文物保护法律宣传
课和古典园林知识普及课，让公众
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古典园林艺术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报记者王琳琳

近日，二手书店多抓鱼一则《秋
日，与多抓鱼书店告别》的公告，引发
诸多爱书人的关注。

公告称，“多抓鱼第一家线下店——
北京大望路店，即将在 11 月 14 日结
束 营 业 ，正 式 闭 店 。”同 时 ，位于北
京三里屯的新店将于明年初与读者
见面。

为此，多抓鱼准备了一场名为“暂
时离开”的告别大促，用 3 万多本英文
随笔小说、精美大画册、哲学历史政治
大部头、原版绘本等几十种分类的书，
与读者告别。听到消息，不少读者特
意前往书店打卡，以“买买买”的方式
与这家书店告别。

从 2019 年 10 月底成立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闭店，两年多的时间里，多
抓鱼在线下的第一次尝试——大望路
店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心灵沙丘，万名读者到
店与书店告别

可爱的喵星人招牌、嘎吱嘎吱的
木地板、怀旧的童年老物件……一切
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有入口处和
墙面上醒目的“暂时离开”字样提醒着
每一位读者，告别的时刻到了。

读者轵想专程赶来，他是多抓鱼
的老用户了。时至今日，他还记得书
店刚开时，他从海淀区赶来打卡，踩在
实木地板上吱呀呀的感觉。轵想说，
最喜欢多抓鱼的地方在于，每次逛都
有新鲜的感觉，这次告别之旅也不例
外，他在书本之外淘到了以前都不知
道的宝贝“抓鱼卡”，一种记录淘书人
对书籍感悟的卡片，手写的字体、真挚
的分享，让轵想感受到了同道中人的
温暖。

读者夕熙是意外赶上老店营业最
后一天的，错过欣赏秋天的她，下决心
打卡一直想来的多抓鱼，“极其幸运”
地赶上了。欣赏着店内怀旧文艺的摆
设，品读着墙面上戳中心扉的话语，穿
梭在一排排摆放着经过消毒清洁、品
相良好的二手书榆木书架之间，夕熙
一边感慨自己“何其幸运”的同时，也
暗暗告诉自己，对待心爱的事物，要抓
紧行动。

在微博上、在豆瓣上、在各种社交
平台上……许多热爱书籍的多抓鱼读
者满怀感伤地记录下书店带给他们的
温暖与感动、不舍与遗憾；读者李皮蛋
因为居家隔离没能到 现 场 与 书 店 告
别 ，在 微 博 上 晒 出 了 预 约 信 息 ；读
者尼珞特意画了一幅冬日暖阳下书
店温馨的漫画；读者吴迪写了五六百
字的文字……还有更多读者通过走进
书店，用“买买买”的方式与其告别。

据多抓鱼工作人员介绍，闭店大

促期间，大约有 1 万名读者到店，买走
约两万册书。

为了不辜负每一位来店的读者，
最后 3 天，多抓鱼从仓库翻箱倒柜又
运来 1000 本原版书补上。除了二至
四折不等的二手书折扣，大促期间还
有“全场原版书买 3 赠 1、买 5 赠 2”的
优惠。

新店落地三里屯，向更
多人传递循环理念

作为目前知名度最高的二手书交
易平台之一，多抓鱼把循环经济的理
念运用到了书籍领域，通过回收、翻
新、消毒再包装收来的书籍，出售给买
书用户；于读者来说，一本书可以经由
爱惜过它的阅读者手中，流向另一个
继续爱惜它的有缘人。这成为多抓鱼
广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读者“不加糖”从 2018 年开始接
触多抓鱼，收获了许多书本实体之外
的惊喜，踩着到货提醒点开抢到书、扉
页上上一位书主的留言、夹在书中的
书 签 …… 还 有 偶 然 点 开 多 抓 鱼 App

“买卖的书”页面时，看到闪亮亮的“售
出率 100%”，意味着卖给多抓鱼的书
已经全部卖出，开启它们的第二次或
第三次旅程，“不加糖”的内心就像小
时候从老师手里接过满分试卷一样。

尽管也有不少人抱怨在多抓鱼转
卖书籍“并不划算”，但传递对书的感
动、循环，让多抓鱼在读者心中依然保
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用多抓鱼 App 处
理家里的闲置书，再从鱼池里“捞”来
新的旧书，已经成为许多用户的习惯。

而线下书店的聚合效应也让多抓
鱼成为许多爱书人的精神坐标。多抓
鱼大望路书店，交通不便，没有自然客
流，维持运营靠的是忠实用户和口碑
传播。许许多多人因为书在这里相
遇、相知、相熟，线下门店的购买转化
率非常高。

在闭店公告里，多抓鱼也这样写
道，“尽管线上的资源 是无限的，推荐
算法也越来越智能，但这种能够摸到
书的触动，这种不太抱着目的性与某
本 书 的‘ 不 期 而 遇 ’，总 觉 得 难 以 取
代 ，这 也 是 我 们 坚 持 做 线 下 书 店 的
重要原因。”

新店很快将与读者重逢。多抓鱼
表示，新店已选好地址，在北京三里屯
地区的朝阳区机电院，计划明年初开
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据了
解，新店面积近 1000 平方米，规划了 4
个区域：二手图书、二手服装、每周市
集，还有多抓鱼的咖啡小卖铺。希望
可以成为新老朋友每个月定期来“进
货”的地方。

届时，大望路店的精神会跟这里
的榆木书架一起，被运往三里屯，并在
那里重生。

◆李奔奔罗遇真

《生态文明在株洲》近期由湖南省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集体编印完成。本
书全面总结株洲市以及生态环境部门
近年来的工作与成果，生动展现株洲
市生态环境面貌脱胎换骨的过程。

全书共分为十大章，重点介绍了
株洲市在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净
土持久战当中所做出的努力。通过一
代代生态环保人的不懈努力，曾经的

“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华丽转身
为“中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

蓝天白云是老百姓看得见、闻得
出、切身感受得到的幸福。近年来，株
洲市围绕“控排”“控车”“控尘”“控烧”

“控煤”以及对“散乱污”企业的治理等
方面，采取卓有成效的工作手段，实现

了环境空气质量的不断提升。2020
年改善率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
名第 10位，湖南省第一位。

在蓝天保卫战章节中，书中配以
精确且详细的图片统计表，展现株洲
市 2013 年 -2020 年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数
据，直观反映改变的趋势和程度。

碧水攻坚战章节，呈现了株洲市
工业区、县级城镇、污水处理厂情况以
及株洲市城区黑臭水体治理完成情
况。

在净土持久战的章节中，读者可
以站在历史的角度、带着反思的态度，
了解那些污浊和被破坏的土地逐渐恢
复的过程。近年来，株洲市通过对污
染场地一寸一寸地治，累计完成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 76.3 万亩，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到 91%以上。

自然生态保护章节，则通过一张
张展现株洲自然风光的图片，让读者
感受荷塘区仙庾岭的十里荷塘、茶陵
县云阳山自然保护区、绿心地区石峰
区九郎山等美轮美奂的景色。

此外，书中还介绍了近年来株洲
市努力打造一支“忠诚、担当、正义、图
强”的生态环保铁军的历程，并全面总
结近年来环境宣传工作从“无声”走向

“有声、有图、有像”的嬗变，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生态故事，让生态
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本书呈现了大量纪实照片以及环
境治理的成果图，让读者既为环境保
护的不易而感叹，更为取得丰硕成果
而喜悦。

株洲，因绿色蝶变；绿色，让城市
可期。

多抓鱼第一家线下书店关闭多抓鱼第一家线下书店关闭
新店明年见新店明年见

（一）

那天上午，一位居民通过政府服务
热线平台投诉，称其居住小区附近的西
家大塘夜晚蛙鸣吵闹，影响休息，要求
政府管一管，把这些青蛙捉起来放到乡
下河塘去，或者干脆在池塘里投放专治
青蛙的特效药，杜绝青蛙在这里安家。

政府服务热线受理投诉后，把后续
处理的任务交给了生态环境局。局里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分管信访投诉的环
境执法大队。

王大队长是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同
时自修了法律和心理学，热心社会公益
活动，是全市知名的心理干预专家，还
是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些栏目的特
约嘉宾。

王大队长是处理环境信访投诉的
高手。他任执法大队长之后，无论是噪
声投诉，还是扬尘投诉、餐饮油烟投诉、
空气异味投诉，多年重复信访的案子在
他手上都能一一了结，而且上访户个个
满意。

虽然王大队长经验丰富，但接到对
蛙鸣的投诉还是头一遭。如何处理，并
且让投诉人满意，王大队长这次心里也
没了底。

毕竟被投诉的一方并非人类，没办
法与它们协商让它们注意影响，鸣叫时
声音小一点，或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
候不叫，也不能为青蛙们戴消音口罩。
当然，更不能像投诉者电话里讲的那
样，把青蛙捉走，或者下药把青蛙毒死。

为了处理好这个特殊的投诉，王大
队长决定亲自到西家大塘，好好感受感
受。

是日下午，王建带着同事小周到西
家大塘现场考察。但见，高楼大厦包围
的西家大塘，水中荷叶田田，水边芦苇、
莆草、千屈菜丛生，岸边柳丝轻摇，时不
时还有白鹭和水鸟飞翔，好一派难得的
都市生态田园风光。虽然盛夏天气炎
热，依然有不少市民从空调房间里走出
来，到西家大塘畔休闲。

（二）

虽然这里名叫西家大塘，但从上世
纪 80年代起搬来的居民，压根儿连一个
小水塘也没有看到过。

既然没有水塘，为什么叫这个水灵
灵的地名呢？

原来，这里古代曾经真的有一个大
水塘。到上世纪 60 年代，还余有一块

颇大的水面。那时，夏天的西家大塘美
不胜收，岸旁柳荫遍地，塘边茭白、荻花
亭亭玉立，池水清冽，白日蝉鸣蜓飞，入
夜蛙鸣阵阵，是人们纳凉戏水的世外桃
源，也是青蛙的乐园。

据记载，西家大塘曾经生活有 61
种青蛙，有些还是稀有品种。“西家大塘
听蛙鸣”，曾是著名的江淮八景之一。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城市建
设发展的加快，西家大塘与城里许多水
面一样被逐步填埋。伴随着一栋栋高
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建成通车，西
家大塘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曾经的
声声蛙鸣消逝在地方志里，只留下了一
个水灵灵的地名。

在填掉的水面上建楼房，不是顺应
自然的行为，大自然是要发出警示的。
西家大塘片区的楼房建成几十年之后，
有的出现了墙体开裂，加之逢大雨必
淹，居民意见很大，投诉不断。有好几
年夏天，还出现居民集体到市政府寻求
救助。

西家大塘片区，令一届又一届市政
府头疼不已，但又苦无良策，便一直拖
了下来。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江淮市政府终于找到彻底解决西家大
塘片区问题的金钥匙——生态保护与
修复。

观念一变天地新。
结合旧城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市

政府把原本填掉的西家大塘恢复了起
来，并且堤岸不作硬化处理，保持水陆
生态系统的联系。没几年，消失多年的
青蛙又回来了，并一年年多起来。

西家大塘，重新名副其实，充满了
生机。

王大队长带着小周与市民通过拉
家常，初步掌握了西家大塘的变迁。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晚饭后的西
家大塘周边更是热闹，许多市民都把这
一带当作城市客厅，晚饭后来这里散
步，打太极拳、跳广场舞。

晚上十点左右，人们渐渐散去，路
灯纷纷熄灭。当星星点亮夜空，青蛙开
始激情登场。初时，一两只青蛙试探性
地鸣叫几声，接着便有更多的青蛙紧随
其后，继而连成一片，鼓——哇、鼓——
哇！此起彼伏，俨然夏夜里一支庞大的
青蛙乐队进行大合唱。

“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
为楼阁，蛙声作管弦。”听着阵阵蛙鸣，
王大队长不由得轻声吟颂起唐代贾弇
的这首《孟夏》。

王大队长知道，青蛙声声鸣叫，那
是它们在说话、在交流信息、在谈情说

爱。这阵阵蛙鸣分明是大自然的天籁
之音，是那样的曼妙、悦耳。

（三）

“明明是天籁之音，在部分居民的
感觉中，何以就成了噪声源呢？”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审美心态的问
题。”

夜已深，人已散尽，坐在池塘边石
凳上的王大队长与小周还在一起讨论
着对策。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小区是
人类的家园，西家大塘就是这些青蛙的
家园。对这些爱唱歌的青蛙，不能赶
走，更不能剿灭，我们不仅要允许它们
歌唱，还要保护好它们，倾听它们的歌
唱、欣赏它们的歌唱。”

随着两人讨论的深入，回应居民投
诉的方案渐渐明朗起来。

两人商定，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回
复居民的投诉，尝试从生态保护的角度
对此事做出一个正面解释，希望市民能
够理解。

回到办公室，王大队长与小周打开
电脑，边起草、边推敲、边修改，给市民
的答复很快形成：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类与青蛙都
是地球的主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如
同西家大塘周边小区是我们的家园一
样，西家大塘也是那些青蛙的家园。夏
夜青蛙在自己的家园里放歌，那是它的
自由。我们没有理由限制或剥夺青蛙
歌唱的权利，也没有把它们驱离自己家
园的权利。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青
蛙是受法律保护的两栖动物，蛙声一片
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标志，城区里能听到
蛙鸣声声，是我们的福气，是近年来生
态保护和修复的珍贵成果，展示的是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当我们转
变了心态，昔日听来是恼人噪声的蛙

鸣，就会成为悦耳的仙乐。
我们应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保持对大自然的
敬畏，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
统。请市民朋友对爱唱歌的小青蛙，多
一些理解和宽容。

（四）

生态环境局对市民青蛙噪声投诉
的回复，长了腿一般迅速传遍江淮市大
街小巷。不少市民晚饭后还会专门来
西家大塘听蛙鸣，西家大塘成了网红打
卡地。

蛙鸣最欢畅的时候是雨后。每每
雷雨骤停，只要有一只领头的青蛙鸣叫
第一声，四周就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和
鸣。高音、低音，一阵阵、一片片，简直
就是绿色海洋里的一场免费音乐会，让
欣赏它的人为之陶醉，为之沉迷。

无心插柳柳成荫。西家大塘附近
的房地商没投入一分钱，却收获了一则
成功的创意广告，人气更旺了。那位激
烈的投诉者开设小店卖起了蛙鸣文创
产品，如今心里乐开了花。

一个学一个，周边居民纷纷做起了
生态旅游。

真是复活一片塘，造福半座城。
后来，市政府顺应市民要求，将西

家大塘建成了蛙鸣特色主题湿地公园。
在市生态环境局的指导下，附近的

中山门小学成立了爱蛙小组。锁金村
街道联合有关单位创办了生态环保大
讲堂，成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品牌。

荷叶田田，荷花娇艳，芦苇摇摇，莆
草袅袅。呱！呱！鼓——哇！鼓——
哇！一声声古典而诗意的蛙鸣，时而雄浑
低沉，时而高亢激昂，时而远，又时而近。

在人们的精心呵护下，夏天的夜
晚，西家大塘的青蛙——这大自然的歌
手唱得更欢了。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会员，省报告
文学学会理事）

◆贺震

“火了，火了，王队火了！”
“王队上热搜啦！真是太厉害

了！”
“这个博士级的回复真妙，这下

咱们局真出大名喽！”
早上还没到上班时间，江淮市生

态环境局办公大楼就热闹了起来。
头天晚上，局执法大队王大队长

在市局官网上一则关于市民投诉蛙
鸣影响休息的回复，一夜间引起了网

络的关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省市
电视台、广播电台微信等也争相传
播，一时刷爆了网友的朋友圈。

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头天
加班到很晚，一大早又赶来上班的王
建开心地笑着，那笑容有点羞涩。

任职执法岗位多年，王建已习惯
于低调行事。面对同事的赞扬，他似
乎一时有些不适应。

城里的蛙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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