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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在嵩县西北部的熊耳山与外方山之间，坐

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德亭镇，该镇因
镇政府所在地位于德亭村而得名。

有关德亭村村名的来历，镇里流传着一个
传说。相传元代末年，有一名叫李怀德的人隐居
在此，修建了一个亭子供人们休息、饮茶之便，
人们感激李怀德，为亭子起名怀德亭。该村在清
代之前一直被称为怀德亭村，民国元年改称为
德亭村。

德亭镇素有“三川、两岭、三道沟”之称，所
谓“三川”指左峪川、德亭川、武松川，“两岭”是
指德亭岭、左峪岭，“三道沟”是指大王沟、小王
沟和老道沟；境内有伊河、德亭河穿村流过，构
成了德亭镇美丽的“外貌”。

据德亭镇副镇长乔绍生介绍，德亭镇历史
悠久，早在炎黄时期，德亭镇这一代就成为人们
主要的生活居住地，相传这里是炎黄二帝大战
蚩尤的战场；战国时期，楚国攻打位于汝州的戎
蛮子国，国王蛮子赤逃到嵩县德亭后被杀死，葬
于当地，当年他遇难的地方被称为蛮峪，至今还
存有蛮王墓。

西汉末年，刘秀曾在此大战王莽，留下了王
莽寨遗址。乔绍生说，相传三国时期，曹操曾带
兵征战于此，留下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宋代武松
曾隐居在武松川，因此德亭镇“三川”之一的武
松川因此得名……这些传说流传很久，但现已
无据可考。

乔绍生说，在德亭镇还有一个叫干剑沟的
地方，相传当年王莽撵刘秀至此后，刘秀的剑不
慎掉入河中，眼看王莽的部队就要来了，这可急
坏了刘秀，刘秀便对那条小河说：“要是水干了
就能拿到剑了。”神奇的是，河水果然干涸了，剑
重回刘秀手中。

■人文自然
德亭镇位于嵩县西北部，距离嵩县县城约

27公里，北与洛宁县、宜阳县接壤。该镇辖24个
行政村，298个村民组，人口4.3万。该镇东西长
7公里，南北长67公里，总面积327平方公里，
耕地2.86万亩。

德亭镇林业资源丰富，全镇林地面积约34
万亩，其中天然林 26.6 万亩，是嵩县的林业大
镇。该镇辖区内的矿产资源丰富，主要分布有
钼、黄金、铁、萤石、钾长石等资源。

德亭镇属浅山丘陵地区，境内平均海拔
620米，其中最高点位于佛泉寺村鹰嘴山，海拔
1859.6米；该镇全年降水量为764.3毫米，年平
均气温14.8℃。

■今日德亭村
德亭镇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该镇利用此

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林种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说到发展林业，德亭村的核桃种植不可不

提，德亭村不仅依靠发展核桃基地致富，还带动
了周边其他村子发展核桃种植业。

德亭村村委会主任李延彬说，在2003年之
前，该村村民的经济收入大多靠种植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以及养殖业，青壮年劳力大多选择
外出打工，当时村里要是有人养十来头羊都算
了不得了。2003年，随着国家有关退耕还林政
策的推广，德亭村村民响应国家政策，在退耕还
林的同时发展经济林。

2003年，看到核桃市场很景气的德亭村村
民，走出村到卢氏引进了优良的核桃品种，当
年，全村共发展了近千亩的核桃种植基地。

“核桃3年挂果，5年至6年进入丰产期，俺
们村刚买回来的核桃苗仅有50厘米至60厘米
高。”李延彬说，村里根据核桃的生长习性，带领
村民发展起当时刚流行的林下种植，由于核桃
树不足1米高，对采光影响较小，村民在核桃树
下种植红薯、大豆、血参、柴胡等作物，林下种植
成了村民核桃种植头3年的经济补助。

从2006年起，德亭村的核桃获得了丰收，
每亩核桃地产量达250公斤。这要归功于德亭
村村民采取的“讲科学”“讲技术”先进种植、管
理理念。“其实在核桃树种下的第一年，就有核
桃树陆续开始挂果，但村民不图眼前利益，请来
技术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剪枝、剪果。”李延彬
说，正是采用这种科学的种植、管理方法，德亭
村的核桃以皮薄、产量大而著称。

“六月六灌满油，七月十五打核桃”。看着村
里已被果实压弯树枝的核桃树，李延彬说，再过
不久，地里又开始忙喽。

李延彬说，虽说农历七月十五才开始打核
桃，但每年刚过完农历六月初六，还未到农历七
月十五，就有来自省外很多地方的核桃收购商，
主动找上门收购带皮的核桃——青皮核桃。到
了那个时候，地里的核桃现摘现卖，每天都要拉
走几十吨。

正是靠着发展核桃种植业，德亭村村民的经
济收入有了很大改观。现在，该村种植核桃的村民
已占到全村总人口的80%，村里开小车的村民多
了，原来的土坯房也换成了现在的二层小楼房。

德亭村的核桃种植发展红火，周边其他村
也发展起核桃种植来，李延彬说，目前，德亭村正
在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发展日渐相似化的情
况下，如何围绕核桃创新发展出其他产业，是未
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赵佳

德亭村：
怀德亭里爱心暖
核桃树下钵满金

嵩县德亭①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盈利空间小、经营模式单一、
缺乏专业人才

儿童绘本馆
如何叫好又叫座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文/图

暑期将至，去图书馆借书成为不少孩子的首要选择。近
5 年，我市儿童绘本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
共图书馆低龄幼儿图书资源紧缺现状，深受家长和孩子青睐。

近日，记者对我市10余家绘本馆走访发现，因资金困难、经
营模式单一和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大多数绘本馆生存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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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植物点缀的小屋，低矮的漂亮书柜，各种造
型奇特、图画精美的绘本，席地而坐静静阅读的孩
童，管理员与家长低声交谈……这是近日，记者在涧
西区周山路与丽新路交叉口一家儿童绘本馆看到的
情景。

这家图书馆的兴办者李强是北京人，曾在地产策
划界做出不菲成绩。随着女儿的出生，他对亲子教育
越来越关注，加上妻子何永洁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
作，开一家儿童绘本馆、让更多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

2011 年7月，为能照顾父母，何永洁说服丈夫回
到洛阳，开始筹划绘本馆。当年12月1日，绘本馆试
营业。

不到半年，绘本馆就得到了许多读者关注，一些
郊县的家长来洛阳办事，偶然发现该绘本馆后，给孩
子也办了一张借书卡。这更坚定了李强夫妇办绘本
馆的信心。

除此之外，记者在涧西区丽江路、南昌路金茂大
厦、西工区行署路和中州中路、新区丹尼斯、涧西区安
徽路、老城区中州东路与乡范街交叉口等多家儿童绘
馆，都遇到不少前来借阅绘本的孩子，他们对绘本都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读绘本对孩子有何益处？为何绘本馆目前这么受
孩子和家长的青睐？

多年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洛阳市宋元慧泽幼儿
园负责人宋媛介绍，绘本是透过图画、文字，在两个不
同的层面的交织、互动来诉说故事的一门艺术。它通
过画面来感知故事，演示快乐，表达情感。虽然0到6
岁的宝宝识字不多，尚不能独立阅读文字，但完全可以
凭直觉进入绘本的世界。如果孩子们从刚开始接触到
的就是高水准的图与文，在听故事中品味绘画艺术，在
欣赏图画中认识文字、理解文学，可以让孩子更加直观
地从图画中获得美妙的阅读体验，无意识中提高孩子
的注意力、理解力和记忆力，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进而
提高创造力。

因为绘本图文并茂，是“画出来的书”，每本绘本一
翻开，都是不同的七彩世界，宋媛说，绘本的最大价值
是：让孩子像个孩子。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关注孩子的课外阅读，
甚至向学生推荐经典读物，家长也开始给孩子买绘
本。但绘本印刷精美，价格普遍较高，而且许多绘本
都是成套的，价格更是让人咂舌。比如一套《不一样
的卡梅拉》共11本，标价80多元，即使网购也需要近
50元。

“这套书孩子一周就看完了。”在位于新区政和路
的一家绘本馆内，一位家长说，学校推荐孩子阅读，于
是家长纷纷购买，仅孩子班里就有近一半孩子买了这
套书。“孩子看完后就没什么用了，真是浪费。”这位家
长说，于是她想到了在绘本馆借书看。

“办一张年卡仅需100元。在这一年内孩子可以
不限次数地借书，很划算。”她说，虽然这家绘本馆
仅周六、周日可以借阅，但不影响孩子借书，“100元
只能买两三套绘本，而办卡一年最少也可以看四五十
本书”。

尽管绘本馆很受家长和孩子欢迎，但我市的
绘本馆数量并不是很多，一些家长报怨绘本馆离
家远，借书不方便。有位家住九都路的家长说，由
于附近没有绘本馆，只好找到新区的一家绘本馆，
只有双休日才能带孩子借阅。

如果在住宅区附近开一家绘本馆，生意应该
很好吧？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许多经营者纷纷大
吐苦水。

■盈利空间小

据不完全统计，洛阳市规模不等的绘本馆共
有20多家，覆盖涧西区、西工区、高新区、洛龙区
和老城区。

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租金和店面转让费，
这些绘本馆选址都较为隐蔽，要找到这些地方
很不容易。涧东路一家绘本馆老板王芳直言，繁
华地段的转让费要 10 多万元，要是买成书能买
几千本呢，所以绘本馆大多隐藏在旮旯里也不
难理解。

虽然注册资金门槛很低，再加上政府对公益
文化事业的免税扶持，但每月除了房租、水电费、员
工工资，还要不断更新图书，多数店主称还未盈利。

位于新区政和路的那家绘本馆负责人坦言，
每张年卡仅收费 100 元，目前绘本馆的会员有
200多人，全年的收入2万余元，既要装修，又要
购新书，还要付租金和水电费，这点钱根本不够。
资金周转不开的话，馆内更新书的速度就会放缓，
进而影响孩子的借阅兴趣。

李强也坦言，虽然每家店的固定会员不少，但
投入几十万元基本上没有得到回报，所以他不得不

在旗舰店的一楼经营服装来弥补购书经费的不足。

■缺乏专业人员

在一些绘本馆，家长表示，选择这家绘本馆也
是因为和店主“谈得来”。

“她自己有孩子，而且也阅读了许多相关书
籍，和她很有共同语言。”正在带孩子挑书的一名
家长说绘本馆的老板很健谈，每次带孩子来，她都
会和老板聊聊育儿心得。老板也会给她推荐适合
的绘本，甚至推荐适合家长读的书。

“现在要找到爱书、爱孩子、懂教育‘三合一’
的员工太难了。”何永洁说，由于工资不高，不是所
有的儿童绘本馆都能请到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而
且有的人没有任何幼儿教育背景，会造成员工与
家长沟通困难。

■经营形式单一

“我们也希望得到相关的指导。”一位家长说，
面对绘本馆内成百上千的书籍，她不知该给孩子
看什么书；当孩子出现一些不适当的举动时，不知
道挑选什么样的书来引导孩子。她希望绘本馆的
工作人员能给予专业的指导。在记者采访的10多
家绘本馆中，只有两家借助绘本馆平台，延伸做亲
子教育和体验式阅读。

一家绘本馆的李姓老板说，她一直想开展一
些亲子阅读活动。在刚开业时，她也曾在双休日搞
过，提倡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从而提高孩子阅读
兴趣，效果很好，也受到众多家长欢迎。但由于馆
里只有她一个人，实在没有精力，再加上资金问
题，开展了几次活动后只好放弃了。

儿童绘本馆该如何走出困境，让更多的孩子
受益？

洛阳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安峰认为，私人图
书馆虽然规模小，但只要走专业化道路，找准目标
人群，政府应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和资金支持；在保
持阅读第一位的情况下，从事多元化经营，可以卖
咖啡、饮料，或者开展有偿亲子服务，从而赢得更
多的经济支撑。

此外，深圳、武汉等地儿童绘本馆的成功经验
也许能提供一些借鉴。

推出不同类型会员卡留住会员。深圳最大的
实体绘本馆——灯塔少儿英文图书馆针对不同家
庭的承受能力，推出了3种不同类型的会员卡制
度，阅读量较少的小孩可以办理380元的10次借
阅卡；而阅读量大的孩子则可以办理1次可借阅15
本的蓝鲸卡，灵活的办卡制度留住了不少会员。

“亲子教育”等“副业”养活绘本馆。举办亲子
活动、家庭教育讲座、故事会和手工课程等，让绘
本馆变身“儿童俱乐部”，吸引众多新会员加入，扩
大盈利空间。

网络借阅也将成为儿童绘本馆新的生存选
择。网络借阅抛开了实体绘本馆房租、水电、员工
工资等弊端，还能辐射更多家庭阅读需求。深圳
手拉手儿童绘本图书馆是深圳首家提供“网上租
绘本、免费送到家”服务的网络绘本馆，以互联网
为平台，针对绘本熟悉程度不同的家长，推出网络
自行选书和按阅读小书包配送两种借阅方式，收

效很好。
和幼儿园合作，节省费用。武汉一家原本经

营困难的绘本馆和幼儿园合作，把绘本馆开在幼
儿园里，这样把省去的房租等费用用在购买新书
上，从而实现扭亏为盈。

在绘本中，文字与图画共同担当讲故事的重要角色，图
画不再仅仅起辅助和诠释文字的作用。绘本实际上包括儿
童绘本和成人绘本两种类型。

现代意义上的绘本（图画书）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
欧美，凯迪克、格林纳威、波特都是早期的杰出作者。在亚
洲，日本的绘本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起步，至 70 年代
崛起。目前日本已成为绘本的大国。我国台湾地区绘本
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至20世纪80年代后渐
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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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绘本馆开展的讲故事活动

在绘本馆，除了阅读，还能做益智类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