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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直接 10 本借满，
“三五天内一口气看完”

“因为软件不显示借书总数，我
也没有刻意去记录，在今年1月苏
州图书馆电话联系我要颁发证书之
前，我自己都不知道2023年全年到
底借了多少本书，不过知道这个数
字我也不太惊讶，主要我觉得去年
借书的数量确实挺多的。”面对记
者，朱灏锋平静地说。

1045本书，这不仅是近年来苏
州图书馆的单人年度最大借阅量，
即便放眼全国也很少见。假设一个

人一年 365天每天阅读，也需要每
天看完 2.86 本书才能达成这个
1045本书的目标。

如此海量的文字，如此高强度
的阅读，一个人真的能坚持看完
吗？关于这个疑问，朱灏锋坦言：这
1045本书并非全都是大部头。

朱灏锋告诉记者，近些年他每
周都会借阅《财新周刊》《新周刊》
等，一周三本或四本。由于在图书
借阅系统中，它们和图书的数量计
算相同，这就已经近200本了。

对于剩下的 800 多本图书，朱
灏锋也不是每本都细细阅读。“人的
精力是有限的，相比于精读，我更倾

向快餐似的阅读。”
朱灏锋说，他比较喜欢历史、经

济、政治方面的书，特别是“有一定
历史重量”的书，诸如《史记》《资治
通鉴》，他都是慢慢读、反复借来读。

“我看书比较快也比较杂，现在
苏州图书馆每张读者证最多可以借
10本书，每本书最多可以借阅50天，
但我基本是每次直接10本借满，三
五天内一口气看完，还书后再借下一
批，周而复始，流转周期很快。”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朱灏锋
目前在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的一家
单位工作，白班和夜班每周交替循
环，每班7.5 至 8个小时，这样的工

作节奏，也使得他可以有大量的、连
续的时间用于看书。“我也没有其他
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作
为普通人，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业余
时间可以读书，就很不错了。”

借书之路超20年，“苏
州图书馆有那么多好书”

1973年，朱灏锋出生于苏州古
城区，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工作。年
轻的他，闲暇时喜欢读《参考消息》，
可以说是报刊带他走进阅读的世
界。因为上学时历史成绩不错，最
初他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籍。随着
年岁渐长，他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
广，最终和阅读结下不解之缘。

“我年轻时最常去古城区的两个
地方，一个是乐桥的古旧书店，一个
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由于工资不
高，多是蹭书看，只有碰到真的非常
喜欢的才会花钱买下来。”这样的习
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时至今日，朱灏
锋依然喜欢先从图书馆借中意的书
看，如果觉得值得收藏，思量再三后，
才会有选择性、谨慎地买下。饶是如
此，朱灏锋的家中依旧有藏书 500
册，都是在近20年间陆续添置的。

2002年，朱灏锋正式开启了自
己在苏州图书馆的借阅生涯。“印象
里，最初到饮马桥的苏州图书馆借
书，那时好像一次只能借一本还是
两本。”他至今还记得在苏州图书馆
借的第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由于
那个版本共有上中下三册，而当时他
只能借一本，没法一次性全借走，担
心没法一次阅读完毕的朱灏锋，只能
抓紧一切时间快速阅读，待还书后再

立马借走剩下的。但也正是这件事，
使得他养成了速读的习惯。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成
为“年度借书最多读者”，已不是朱
灏锋第一次获得相关荣誉。早在
2015年，朱灏锋就登上了苏州图书
馆读者借阅排行榜的第二名，那一
年他借阅图书817册；2017年，他再
次登榜，那一年他借阅图书665册，
是第四名。到了2022年度，他凭借
在苏州图书馆全年借阅图书472册
拔得头筹，登顶苏州图书馆读者借
阅排行榜，首次成为市级层面的“借
书王”。其现在居住的地区——苏
州高新区的“阅享达人”，朱灏锋已
经是连续第四年获评了。

谈及2023年度借阅的1045本
书中最喜欢的那本，朱灏锋表示是胡
安焉写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真实、
坦诚、振聋发聩，值得分享。”“2024
年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是杨素秋的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推荐大家
读一读，看完很有收获。”

就在接受采访的间隙，朱灏锋
熟练地操作手机，开始借阅新一批
图书。“这次借的，包括金庸的《明窗
小札》，共有 1963、1964 和 1965 年
三册，每册又分为上下本，一共 6
本，算是冷门图书，我会尽快看完。”
他一边操作一边向记者介绍。

对于 2024 年度是否还能继续
蝉联“借书王”，朱灏锋倒是看得很
淡。“我这个年纪了，阅读纯属个人
爱好，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下面应
该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借书、读书。
苏州的读书氛围浓厚，苏州图书馆
有那么多好书，借书小程序也很方
便，我感到很幸福。”

一年借书超千册苏州大叔成阅读达人
去年借阅的书中最喜欢的是《我在北京送快递》

情侣创业做家政，还带
出一支年轻队伍

“客户这次预约的是 3 个小时
的日常清洁，像这种日常保洁工作
就是我一个人上门。”拖地、擦家具、
处理卫生死角等，2000年出生的冯
佳佳干起活儿来十分麻利，现代快
报记者获悉，她曾经做过幼师，2022
年暑假她辞职和男朋友夏龙城一道
开始从事家政行业。

“一开始我只是在业余时间帮
他拍视频剪辑成片，然后在网上宣
传，后来他越来越忙，我就辞职和他
一起干。”冯佳佳的男朋友夏龙城，
如今是他们创立的保洁公司负责

人，也是一名00后。
“我之前创业做过搬家公司，但

后来经营状况不好，在做搬家工作
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家政这行。”夏龙
城说，看到有年轻人从事家政行业，
而且生意不错，于是他也有了从事
这行的想法。“我们主打年轻人的家
政，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善于沟
通，也更容易接受新观念。再加上
家政行业其实也是个体力活儿，我
们年轻人体力也能跟得上。”夏龙城
刚开始先出去参加培训，回来再教
给身边人，如今团队共五个人，均是
00后、95后。“日常我们接到全屋开
荒保洁的单子会大家一起上，日常
保洁的话就安排一名人员出去。”

对于吸引客户，这群年轻人也有

自己的想法。“我们日常会在年轻人
喜欢使用的短视频平台、网站上发视
频宣传，所以我们的客户基本上也都
来自互联网。”当然，他们刚开始从事
家政行业时也受到了家人的阻拦，

“父母刚开始不理解，觉得做家政行
业是不是不体面，但我们觉得行行能
出状元！”夏龙城透露，目前团队每月
营业额在7万元左右。

当职业伴娘，见证 30
多对新人的幸福瞬间

2004年出生的任婧老家在宿迁
沭阳，目前在南通一所高校读书。
性格外向开朗的她，从事职业伴娘
这一行是因为网上的一条求助帖。

“当时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暑假比较
闲，在网上看到一名准新娘发的帖
子，希望能在沭阳这里找一名伴
娘。”任婧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女方
是河南人，男方老家在沭阳，两个人
都在上海工作，这次他们来沭阳办
婚礼。因为结婚比较晚，又是外地
人，女方一时半会很难找到合适的
伴娘，就在网上发帖求助。

当时任婧刚给表姐当过伴娘，对
本地的婚礼流程有所了解，便与这名
准新娘取得了联系。任婧说，按照沭
阳本地风俗，女方住在当地酒店里，
结婚当天早上7点左右男方来接亲。
任婧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布置
接亲时小游戏的道具，充当“气氛
组”，热热闹闹地陪同女方一起去午
宴的酒店。新娘换上婚纱礼服，伴娘
陪同敬酒等，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后，
仪式就差不多结束了。

有了这次经历后，任婧发现这一
行还挺有市场。“找职业伴娘的，有各
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像前面说的外
地媳妇，有的是结婚晚，周围的朋友
都已婚无法当伴娘的，还有性格偏内
向的，希望伴娘能帮忙炒热气氛。”她
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帖子来接单，
一年来已经接了35单左右，最热门
的是10月“爆单”了十多单。

“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接
亲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如皋那边
是半夜接亲，那我就要在夜里11点
左右到那里。一般来说，顾客会负
责报销车旅费。”任婧说，南通这一
带没有闹伴娘的习俗，整个婚礼过
程轻松愉快。要是需要的伴娘数量
比较多，她还会带着同学一起去。

打开微信聊天界面，任婧给每
个顾客都细心标注了关键信息。

“3.4广东嫁南通新娘”“4.18南通大
学附近”“4.14 常熟新娘”……这样
聊天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也能在
婚礼举办前及时与顾客沟通，来了
解婚礼流程等。

“1月1日那天，我接了个在如皋
的单子，比较特别的是，女方一家都
不太爱说话，感觉都是偏内向的性
格。”任婧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当时女
方家就特别提出来，希望伴娘能帮忙
让气氛热闹一点。她便带着热门的

“堵门小游戏”，让双方亲朋好友自然
互动，最后在热闹欢乐的氛围里将新
娘接出家门，顾客非常满意。

任婧说，目前按照行情，每次接
单的价格在400元左右。有时候还
会有些额外的收入，比如堵门时收
到的红包，有的新娘会让她们自己
收着。在任婧看来，更大的收获是
精神上的满足感。“每次都会感觉帮
助新娘收获了美好的婚礼回忆，自
己也会很开心。”任婧说。

对于现在的00后就业新气象，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唐忠宝教
授表示，现在的00后很有勇气，不
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往往能发
现一些小众的东西，也有更多的用
户思维。年轻人发现一些新的就业
方式，自身干得不错的同时还能带
动一些人，为美好生活作贡献，这应
该给予肯定和鼓励。“如今，我们的
就业指导也应该随着时代进步去不
断更新，也希望社会给予年轻人就
业更多包容度，并加以引导和帮
助。”

近 日 ，苏 州 图 书 馆 发 布
2023年度阅读报告，其中，“阅
读达人”朱X锋先生在2023年
总计借阅了 1045册图书，蝉联
“年度借书最多读者”称号。

“朱X锋”是谁？为何能连
续成为苏州图书馆借书最多的
读者？他看了哪些书？他是如
何看完这些书的？现代快报记
者联系到了这位“朱X锋”先生
——现年51岁的苏州市民朱灏
锋，请他说说自己的阅读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高达 文/摄

不惧别人眼光，做家政、当职业伴娘

00后“捞小钱钱”真的不走寻常路
提到00后，可能很多人的

第一反应是年轻、自信、对新事
物接纳度高等。如今，陆续步入
职场的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新现
象，开荒保洁、职业伴娘……00
后在选择职业时的思维更为活
跃，也很有自己的规划和考量，
他们的新劳动观念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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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灏锋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

任婧在小红书记录“打工”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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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图书馆“阅读达人”奖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