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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人陈碧晖是一位“80后”，

从事新媒体营销。在工作中，她不仅

要跟上数字化发展的步伐，通过书

籍、课件，不断学习新知识，还要沉下

心来琢磨受众需求。这些工作都需

要在一个安静、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

行，而她单位附近的泊堓空间翔宇书

房正契合了她的需求。

泊堓空间翔宇书房位于清江浦

区漕运西路上，是我市24小时城市

书房之一。陈碧晖是这里的老读者

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平均一周要

来5天。“书房刚开始营业的时候人

还很少，座位还很充足，但随着知道

的人越来越多，这里就一位难求了。”

陈碧晖说，别看书店人多，但大家很

安静，互不干扰，学习气氛很浓。陈

碧晖喜欢读文学方面的书，在这样的

氛围中读书，效果非常好。

陈碧晖开始只是来书店读书，后

来把工作也搬到了这里。每次来泊

堓空间翔宇书房的时候，她会带上笔

记本电脑、耳机和一些书籍，有的时

候，她在书房完成工作，有的时候学

习，平时三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事

情，在这里一个小时就能搞定，工作

和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陈碧晖越来越离不开书房，从最

初的一两个小时，到连续在书房待

10个小时，平均每次在书房能待5个

小时。“这里环境很好，有插座、无线

网、空调，冬暖夏凉，特别舒适。”陈碧

晖说，读书饿了，她就到隔壁的咖啡

馆等店吃点东西，然后再回来，在书

房的时间过得很充实。

不仅如此，在陈碧晖的影响下，

她的儿子也经常来这里学习。“儿子

今年初三了，书房还没有因为疫情关

闭的时候，他每天晚上九点半放学

后，还要来书房继续学习看书，我们

两个人在这里待到深夜12点才回

家。”

“有时候我来晚了，没有位置，还

会有即将离开的好心人给我让座，感

觉很温馨。”陈碧晖说，书房里的人都

很友好，大家安静有序，极少有人发

出声音，尽量不打扰其他人。

现在，因为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书房没有开门。“只要书房一开门，我

就会去。”陈碧晖感叹说，24小时城

市书房真的太好了，她希望淮安有越

来越多这样的地方，给广大市民提供

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1978年，改革开放春雷炸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新华书店里

的图书种类逐渐丰富，人们的读书

生活发生了多样变化。据一些中

老年人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知识类、文学类书籍热销，家庭生

活知识丛书也深受市民喜爱。世

界读书日前夕，记者采访了四位五

六十岁的市民，听听他们曾经的读

书故事。

今年54岁的朱占元出生于淮

安区博里镇，现任江苏天士力帝益

药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作为

一个农民的孩子，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没有条件买或读课外书。”他

说。青少年时代的他埋头学习，那

时候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都不怕”，教科书是他接触到最多

的书籍，理科成绩突出的他，平时

最大的乐趣就是做数学题。“学校

管理很严格，同学们个个拼命学

习，那时看得最多的是教科书和老

师的讲义。”终于，1988年，他高考

金榜题名，被江苏化工学院（现常

州大学）录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70年出生的严祖会，退伍

后在市商务局任职。他说，每每回

想起读书的故事，十多岁时读的

《平凡的世界》总在他心头无法忘

记。作家路遥在展示普通小人物

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韧不拔的奋

斗精神和美好心灵。“这种精神让

我心生敬畏，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执着追求，战胜困难，向着美好的

生活奋斗。”

严祖会回忆，上个世纪80年

代末到部队，他从连队的图书馆借

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完

后深受触动。“通过保尔·柯察金的

成长道路，我时刻告诉自己，只有

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只

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

益联系在一起，才会创造出奇迹，

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这本书对

他在连队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引领他勇敢面对挫折和困难，争取

最后的胜利。

今年65岁的钱万平，退休后

在市诗词协会任办公室主任，并担

任《淮海诗苑》副主编、编辑部主

任。“一个人读书最好的时光，应该

是七八岁到十七八岁这个阶段。”

他说，可惜他在这个阶段，由于所

处的时代及家庭原因，处于没有书

读的境地。那时候，偶尔得到一本

前后都脱落页码、不知道书名的小

说都要连夜看，第二天好还给人

家。往往大半夜过来，鼻孔里都是

煤油灯熏得黑乎乎的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新华

书店卖的书多起来了，钱万平和伙

伴们曾在东大街的新华书店排队

等着开门买书。他记得当时买了

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一本狄更

斯的《艰难时世》，还有一套《唐宋

诗举要》。那套《唐宋诗举要》钱万

平一直珍藏在身边，至今还不时翻

阅。“这套书对我来说，有着‘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让我

在传统诗词的滋养下向往和追求

真、善、美。”

而对于城里家境不错的年轻

人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接触

和阅读的书籍相对丰富。61岁的

向阳女士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

小广泛涉猎书籍。向阳回忆，那时

她住在东大街，经常在工商银行东

边的路边书摊或是文化宫门口的

书摊上看书。最初，看得最多的是

小人书，如《中国古代科学家》《侦

察兵》《春苗》等。随着年龄渐长，

她就到租书店租书看，看过高尔基

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

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

海雪原》《安娜·卡列尼娜》等书。

“星期天我从不出去玩，在家看书

看得天昏地暗，受阅读的影响，我

小时候立志当演员或作家。”向左

笑着说，工作后她自编自导了一些

情景剧。现在退休了，闲暇时候，

她还会写些随笔随感之类的文章，

生活既美好又充实。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杨盼盼

大家还记得今年情人节中出大乐透1.17

亿元大奖，并在“龙抬头”这天领奖的苏州黄

老伯吗？如果这个今年国内体彩第一大奖发

生在眼下的10亿元大派奖期间，到底是个什

么水平呢？我们不妨一探究竟。

1.17亿元中奖很神奇：
多看了一眼走势图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1.17亿元大奖的中

奖经历：在今年2月 14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22015期，黄老伯仅凭借1注号码中得当期

10注追加投注一等奖，总奖金具体数额为

117140790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他与家人一直等到小区解封18天后才

来到南京领奖。而中奖经过也很神奇，黄老

伯是位资深彩友，之前没中过大奖，购彩当天

因为多看了一眼走势图号码才中得大奖。2

月14日购彩当天，黄老伯像往常一样来到张

家港05737体彩网点，在大乐透走势图前看

了又看，无意中他看到走势图上方的1注号

码“01、02、08、12、26+01、07”，这注号码是

去年大乐透21147期的开奖号码，虽然开奖

久远，但他偏偏盯上了这注号码，用他的话

说，“看着感觉很舒服”。在这注号码的基础

上，黄老伯将前区号码“26”换成“30”，后区号

码换成他常用的“05、12”组合，并进行10倍

的追加倍投。当晚，大乐透22015期开奖，中

奖号码正是“01、02、08、12、30+05、12”！

1.17亿元大奖就此诞生！

1.17亿元大奖在派奖期：
席卷派奖能中1.3亿元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1.17亿元大奖发生

在眼下的10亿元大派奖期间，到底是个什么

水平呢？

回到大乐透22015期，当期共中出14注

一等奖，每注奖金6507822元，其中有11注

追加，每注可多得5206257元。按照派奖规

定，只有这11注追加投注一等奖才能享受派

奖，黄老伯当期中出10注追加投注一等奖，

假设发生在派奖期，每期固定的1500万元一

等奖派奖将被黄老伯拿走大半。1500万元

派奖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投注部分派奖

总额为8333328元，黄老伯拿走其中的10/

11，大约为7575752元；二是追加投注部分派

奖总额为6666660元，黄老伯同样拿走其中

的 10/11，大约为 6060600 元，两项合计为

13636352元。最后答案就是，1.17亿大奖如

果发生在10亿元大派奖期间，可多拿1363

万多元，总奖金可达到1.3亿元。

10亿元大派奖已进行四期
头奖呈普遍中奖状态

截至目前，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已进行

了四期，头奖呈普遍中奖状态。活动期间，追

加投注且单张购彩金额15元及以上即可参

与，多期票在派奖期间按期参与。本次派奖

活动预计持续20期。根据本次派奖规则，一

等奖派奖金额3亿元，二等奖派奖金额1亿

元。派奖期间，符合参与条件且中得一等奖

或二等奖的彩票，将按注均分当期派奖奖金，

单注奖金最高可翻倍。今年的固定奖派奖总

金额高达5.6亿元。派奖期间，符合参与条件

且中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奖级，单注奖金将

提升50%。今年恰逢大乐透上市15周年，特

别增设了15周年特别奖，派奖金额为4000

万元，专项用于5月每周六奖期。届时固定

奖单注奖金也可以实现翻倍，让更多购彩者

享受派奖的乐趣。 （彩文）

大乐透10亿元派奖系列报道——

1.17亿元大奖
大派奖期间能中1.3亿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的读书故事——

读书给了他们
打拼的勇气

24小时书房之二

阅读环境舒适
学习效率翻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