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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健康阅读改变人生命运吗？”“00后大

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读物？”“掌上信息时代还需要纸

质读物么？”

一场关于大学生阅读的讨论会近日在杭外图书

馆 4 楼书库召开。来自人民日报浙江分社、新华社

信息中心浙江分中心、浙江省报刊局和浙江外国语

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台州学院、衢州

学院等五所高校的老师、学生代表，以及相关志愿

者、公益人士参加了讨论。

人类简史类读物《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的作

者丹溪草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创作的体会，“健康向上

的读物，可以通透神智、抚慰心灵”。认为培育感恩

和敬畏之心，是各类作品都需要倡导的。人类历史

就是克服艰难困苦的历史，感恩先祖，敬畏自然，珍

惜当下，克己自律是书的主旨。从媒体和网络评论

看，年轻人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读物，新华社客户端

和“学习强国”平台的推送也使得受众更加广泛。

来自高校的老师学生们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知

识面和眼界更广，思想也更加活跃，也非常希望通过

新阅读进一步提高实践水平。在手机充斥校园的今

天，优良健康的纸质读物，更显得需要。

来自报刊发行主渠道的浙江邮政报刊发行局，

介绍了这些年为发现和发行各种健康向上的书报

刊，推广主旋律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对高校师生各

种读物的市场需求作了更充分的调研。这次特别采

购了书籍，捐赠给浙江理工大学等五所省属高校。

本报通讯员 杨利峰

大学生阅读讨论：读书改变命运

冬日暖阳，晌午时分，余杭良渚港

南村，老家四川的张玉琼倚在门槛，等

着村里的小姐妹来家里“打茶会”，她

嫁到浙江已经30多年了。

一把烘青豆，毛豆是自家种的，烘

好的豆子在石灰缸吊了许久，抓一把

还会沙沙响，干吃就很香。青豆搭配

绿茶、芝麻、胡萝卜干拼配成的咸茶，

用开水冲泡，咸香四溢，风味独特。平

日里，村里姐妹喜欢轮流做东请吃

茶。一碗耐泡的咸茶，可以喝上半天，

这也是杭州余杭北部乡村的农家妇

女，消磨闲暇时光特有的生活方式。

张玉琼早已习惯这里清淡无辣的

饮食，烘青豆的手艺，更是精湛到十里

八乡的人都会上门讨教。

张玉琼43岁便当上外婆，和村里

早早婚嫁的年轻外婆们一样，上有老

下有小，平时离不开家，却有着大把闲

暇时光。这些年，她们一直渴望有一

份可以宅家的工作。

除了带娃烧菜，就是一起喝茶，我们还能干点别的吗？

余杭有群年轻的外婆
宅家也想接点手工活

本报记者 施雯 文/摄本报记者 施雯 文/摄

之前这么多年在工厂上班，现在即

便是在家带孩子的日子，张玉琼还是闲

不住。

去年夏天，她听说隔壁村有接手工

活的生意，就跑去接了单。那个月里，她

一边在家做小玩具的组装，一边照顾孙

辈，白天时间不够，就开夜工做到 10 点

多。没想到，自己忙乎了 20 天，对方只

给了500元工钱。同村小姐妹吴菊英也

接了这活。吴菊英的情况和张玉琼差不

多。两位年轻的外婆碰面一算，之前干

的手工活，平均下来一天工钱才 30 元，

难免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

村里和她们一样烦恼的年轻外婆

们，不在少数。

其实这个群体一心想接点手工活

在家里做，挣点补贴家用的钱，但又担

心遇到不靠谱的老板，做了活还拿不

到钱。

上有老下有小，侍奉公婆，接送孙

辈，还有全家的晚餐⋯⋯这些在年轻的

外婆们的心中都是自己必须操持的家

务。

余杭的经济这几年发展很快，只是，

在中心城区之外，或者互联网经济密集

之地的边上，也许就是咫尺之地，依然有

着别样的“就业烦恼”。

农村虽然房大院大，环境良好，但这

和农村的就业机会并不一定成正比。

良渚隔壁的瓶窑，长命村的梁红芬

也很有感触。她说以瓶窑长命村、良渚

港南村两个大村为例，不到50岁就当上

外婆、奶奶，现在还宅家待业的妇女不下

100人。

如果能接到稳定靠谱的手工活在家

里做，大家可以联合起来，合作承接订

单。

路远的需要接送货，就由梁红芬这

样会开车的妇女负责运输；订单多或者

要对方得急的时候，村里30多岁白天工

厂上班的妇女，完全可以加入进来，大家

晚上一起加班也能赶制出来。

打理一大家子
还能不能兼顾工作

1988 年，19 岁的四川姑娘张玉琼

由在浙江余杭打工的小姐妹牵线，跑到

余杭“对象”家见面。男方兄弟两人，如

今的丈夫，排行家中老二。

“喏，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人，你看

看瞧不瞧得上？瞧得上，就留下吧。”

张玉琼顺着小姐妹手指的方向，瞥

了一眼那个男人，心想：“嗯，人倒是长

得蛮帅的。”

这个四川妹子的率性泼辣，在找对

象这件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下就答

应了这门亲事。

1989年底，结婚一年后张玉琼生下

女儿。头三年在家带孩子，张玉琼脱不

开身，没收入也没工作。

后来村办企业蓬勃发展，丈夫去药

厂上班，张玉琼去了袜子厂做女工。

2003年，大家又转投服装厂当车工。“哒

哒哒”踩着缝纫机，妇女们埋头苦干的

日子里，村里生产的杭派女装，销往杭

州四季青的各大市场。

再后来，她的女儿出嫁，2011年，大

外孙女出生，43 岁的张玉琼当上了外

婆。在港南村 10 组 40 多户人家里，50

岁前当上外婆、奶奶的妇女，不算少数。

余杭当地农村的婚嫁，男女双方都

是本地人的，有个约定俗成的风俗，叫

“不来不往”。意思是，女方婚后可以继

续留在娘家生活，生的第一个孩子，随

男方姓，主要由男方家庭抚养，生的第

二个孩子，随女方姓，主要由女方家庭

抚养。

这些年，张玉琼的大外孙女主要是

女婿家抚养。2016年，女儿怀上二胎回

了娘家，张玉琼辞职回家，伺候女儿生

产和做月子。小外孙女出生以后的三

年，一路都是她这个年轻的外婆带大

的。张玉琼勤快能干，男方家有事的时

候，两个外孙女都是她一个人带，两个

宝宝也都健健康康，聪明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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