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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

迟。 青少年是全民阅读的主要人群，保
障和促进青少年阅读是全民阅读工作

的重点。 我市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各学校积极推进“书
香校园”“诗意校园”建设，以阅读点亮
人生，以书香浸润校园。 市实验小学构
建的“行走在阅读间”阅读体系，市第
七中学开辟的阅读角、图书漂流角、阅
读长廊、读书聊吧等阅读空间，市第一
中学举办的图书漂流、读书报告会，市
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的 “书香小明星 ”
“书香教师”“书香班级”“书香家庭”评
选等， 用浓浓书香丰盈广大青少年的
内心， 让浓浓书香在我市中小学校园
静静流淌。

平台赋能，让全民阅读“易”
起来

4月 18日晚， 位于市城区开州路
市图书馆老馆旁的城市书房内，20余
名市民安坐在座椅上， 手捧一本书进
入阅读的世界。 “我家住在昆吾花园二
期，我是这里的常客。 小区附近能有这
样的阅读场所，真的很不错。 ”正在此
读书的市民孟先生表示。

此处城市书房，开业于 2024年年
初，建筑面积 180平方米，阅览席位 70

余个，配有自助办证借还一体机、智能
控制系统、安全门禁等设备，同时无缝
对接市图书馆新馆 、 老馆及 51个分
馆， 实现通借通还。 该书房有涵盖少
儿、文学、历史、地理、哲学、自然科学
等类别的图书 5000余册 ， 设有自修
区、少儿阅览区、休闲阅读区、文创展
示区、非遗展览区，不仅可满足读者的
多元阅读与借阅需求， 而且提供延时
服务、 错时开放、 文化沙龙等特色服
务，为读者营造一个“小而美”的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

类似的 “城市书房 ”，我市还有数
个，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仓颉

书苑， 是我市为市民倾力打造的新型
文化空间，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成为
街角处、马路旁触手可及的阅读平台。

在濮阳，阅读平台还有很多。 市图
书馆老馆、新馆，是最大的两个阅读平
台。 除此之外，为使图书馆服务的触角
深入最基层， 让书香遍布龙都每个角
落，我市着力打造市民身边的图书馆。
目前， 市图书馆共建成分馆 51个，所
有分馆可共享主馆的所有纸质文献和

数字资源，与主馆实现通借通还、一卡
通服务。

“书香润濮”委员读书驿站 ，则是
市政协为全市广大政协委员打造的阅

读平台。 为方便委员读书学习，市政协

创新性地在全市多个场所设置 “书香
润濮”委员读书驿站，委员可根据自己
的生活学习情况， 到就近的读书驿站
阅读。2023年 2月，市政协“书香润濮”
委员读书驿站集中授牌暨赠书仪式在

市图书馆新馆举行。 挂牌以来，各读书
驿站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多种多样的
读书学习活动，为“书香濮阳”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 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开展的
“最美读书人”推荐活动、市新华书店开
展的“读书人茶座”，以及市图书馆开展
的文心讲堂、辅仁书友会、童趣岛等，都
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赋能全市全
民阅读工作开展， 成为濮阳人读书增
智、启迪心灵的重要场所和桥梁。

社会参与，让全民阅读“活”
起来

携带市图书馆借阅证， 到市图书
馆新馆华英人文美学馆甄选自己喜欢

的新书，在现场办理借阅手续，就可将
图书带走。 30天内将书还至市图书馆
服务台（老馆、新馆），读者无须付费，
所产生的费用由市图书馆与华英人文

美学馆结算。 “您选书·我买单”活动，

让市民读书方式变得更“活”。
据介绍， 为有效规避市图书馆集

中统一采购的弊端 ，积极探索 “图书
馆+实体书店”的合作模式，市图书馆
联合华英人文美学馆开展“您读书·我
买单 ”活动 ，积极助力 “书香濮阳 ”建
设。 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了市民的广泛
参与，激发了市民的阅读热情，活跃了
城市的学习氛围， 为图书馆、 实体书
店、读者三方搭建起互通、互惠、共赢
的平台， 既满足了读者阅读新书的愿
望，又简化了图书馆选书流程，丰富了
馆藏资源，惠及 3000余人次。

全民阅读，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
更是整个社会的事 ， 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协力推进。2022年 4月 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

读大会时强调，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
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浓厚氛围。

在濮阳， 也有不少社会群体和单
位， 积极参与到推进全民阅读工作中
来。 华英人文美学馆（华英书店）是一
个突出例子。 作为一家民营书店，华英
人文美学馆积极参与 “书香濮阳 ”建
设，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开展。 在实体书

店普遍面临经营“寒冬”的情况下，华
英人文美学馆自 2009年起坚持开办

“华英讲坛”， 聘请社会人士尤其是文
化人士开展文化讲坛， 让文化芬芳从
这座文化殿堂， 悄无声息地弥散到整
个城市，浸润到每个人的心中。

与华英人文美学馆经理陈莹一

样，市唐宫酒店的张憬竹，同样重视文
化的力量、阅读的力量。 为推广全民阅
读，2019年，张憬竹在酒店开辟出一方
空间，改造为唐小宫公益书屋。 该书屋
书籍多半是张憬竹的个人藏书， 也有
亲朋好友及热心市民主动捐赠的书

籍。 因为是公益书屋，张憬竹没有为书
屋装门，并且坚持 24小时开放 ，任何
人随时均可进入看书。 6年来，唐小宫
公益书屋， 为无数热爱读书的市民及
青少年提供了一方心灵的宁静空间。

市桃花岛茶馆的王凌童， 也是一
位热爱阅读的人。 她不仅自己爱读书，
还利用开茶馆的优势， 创办了桃花岛
读书会。2023年，桃花岛读书会成为市
政协“书香润濮”委员读书驿站之一。
一杯清茶，一缕书香，桃花岛读书会为
爱读书的人提供了学习、 交流的心灵
栖息地。
4月 19日，周末，在位于濮阳县阳

光花园小区的濮阳县图书馆阳光花园

分馆内，不少孩子正在学习、读书。 阳

光花园分馆并非由政府部门建设 ，而
是由社会力量打造。 这里是河南长风
置业有限公司在阳光花园小区打造的

社区图书馆， 最初目的是给小区业主
提供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让小区的孩
子有阅读和学习的地方。 后来在濮阳
县图书馆的推动下， 该图书馆积极转
型， 成为一所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澶州
书房 。 在原馆藏 7000册图书的基础
上， 濮阳县图书馆为该书房增添 1500
册图书，并配置了电脑和自助借还机。
优雅的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源，让这里
成为不少人沐浴书香的好地方。

在濮阳，像“华英讲坛”、唐小宫公
益书屋、桃花岛读书会、濮阳县图书馆
阳光花园分馆等由社会力量打造的全

民阅读空间还有不少。 它们和市图书
馆、濮阳读书人茶座、仓颉书苑等政府
开办的阅读场所、平台相得益彰，点亮
了濮阳的“城市之光”。

文脉越千年，阅读共远方。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
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
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
浩然之气。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
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 塑造中国人民自信
自强的品格。 相信有浓浓书香滋润，濮
阳大地会变得更加丰盈多姿。 ⑩

用 阅读点亮“城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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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晚，家住市城区市政工程公
司家属院的王若菡一家人吃完饭后齐聚客

厅，每周一次的家庭读书会开始了。这个习
惯已雷打不动坚持了多年。

别看王若菡现在只是市第一中学的

学生，她读的书可不比成年人少。 “现在，
我的书架上有 1000余本书。 妈妈说我就
是一个贪婪、不知疲倦的‘书虫’！ ”王若菡
打趣道。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王若菡的爸爸王中文说，“孩子小的时候，
每天都在妈妈的故事声中入睡。 ”

为给孩子营造在书海中成长的环境，
让孩子爱读书、 读好书， 王若菡上幼儿园
后， 王中文购买了很多拼音绘本故事书。
“《狼来了》 的故事让我懂得了诚实无价，
《凿壁借光》让我懂得了刻苦勤奋，《头悬梁
锥刺股》激起了我勤学的火花。书籍帮我打
开神奇的世界， 让我结识了许多可敬可爱
的人物。 ”王若菡说。

上小学后， 王若菡不再满足于那些带
着神秘梦幻色彩的童话故事。她喜欢的书，
总是想方设法让妈妈买回来。“我第一次参
加读书分享会是小学二年级， 那时的我还
没有阅读太多的名著， 但对一本书极为热
爱，那本书就是《水孩子》。 时隔这么长时
间，我依然记得书中的内容。 ”提起以前的
经历，王若菡记忆犹新。

“现在读初二，还有时间看书吗？”记者
道出了疑问。

“作为中学生，阅读也很重要。 我们要
平衡学业与阅读时间。”王若菡说，“每天下

午都有自由阅读时间，课间也可以读书，每
周四下午还有两节阅读课， 平时在家里也
能读书。有时老师还带着我们读《读者》《青
年文摘》。 读书丰富了我的生活。 ”

聊到高兴处， 王若菡介绍了两本自己
特别喜欢的书：“《西游记》刻画了许多形形
色色的人、妖怪或者神仙，随着唐僧师徒的
旅行，他们遇到的苦难越来越艰险，其中蕴
含的真理也缓缓浮现；《平凡的世界》 塑造
了许多性格鲜明、命运各异的人物形象，他
们在困境中不屈不挠，为生活而奋斗，能够
引起读者共鸣。 ”

久而久之 ， 沐浴书香培养了王若菡
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的良好品质 ，积极上
进、 兴趣广泛的业余爱好 ， 以及助人为
乐 、奉献爱心的志愿情怀 ，校级 “书香少
年 ”“阅读之星 ”“最美演讲者 ”， 濮阳市
“优秀少先队员”、 濮阳市 “新时代好少
年”等荣誉纷至沓来。同时，她还是“喜马
拉雅”APP的小主播 、濮阳市少儿春晚的
主持人 、 “12·5国际志愿者日 ” 的参与
者 ，其演唱的公益歌曲 《一碗粥 》更在市
第五届少儿文化艺术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
“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拓展

知识的边界，也可以提高语言和思维能力。
我们在阅读的同时， 也能与故事的主角一
同经历形形色色的事情， 如同体验了不同
的人生。阅读的意义不在于读了，而在于读
了之后还想再读一遍， 每读一遍都能有不
同的收获，都能指引你认真思考。 ”谈及读
书的意义，王若菡如是说。 ⑩

在濮阳的街头巷尾， 有这样一位普
通又不凡的女性———刘德蕊， 一位用知
识改变命运、 用读书点亮生活的环卫工
人。

破局之路：知识之光照亮迷茫
刘德蕊， 是市坤璞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的一名环卫工人， 原本的生活平淡如
水、规律有序。 然而，疫情的阴霾悄然笼
罩了她的家庭， 孩子的学习问题如同一
颗突如其来的石子， 投入原本平静的湖
面，激起了层层波澜。孩子从最初的不交
作业，到后来抗拒上学，甚至出现了“一
提上学就肚子疼”的躯体化症状，家庭氛
围一度降至冰点。面对老师的转学建议，
刘德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困惑： 问题
究竟出在哪里？

不甘心孩子被贴上 “厌学 ”标签的
刘德蕊，在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樊
登读书”APP。 这一偶然的契机，如同破
晓的曙光 ，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 ，成为
她人生转折的起点。她利用工作之余的
时间，沉浸在书的世界中，从《好妈妈胜
过好老师》到 《陪伴孩子终身成长 》，一
本本家庭教育书籍如同明灯，逐渐解开
了她的心结。 她意识到，孩子的状态并
非全然源于自身，而是需要父母通过学
习沟通技巧 、 优化家庭环境来共同改
善。

行动蜕变：从倾听到共情的转变
刘德蕊将所学应用于实践， 不再强

硬地逼迫孩子， 而是尝试走进孩子的内
心世界，倾听他的声音。 起初，孩子仍对
父母紧闭心门， 但刘德蕊的坚持与改变
如同春风化雨，最终打动了孩子。孩子从
“见父母就锁门”到如今主动缠着母亲聊
天，亲子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

为进一步系统学习， 刘德蕊加入家
庭教育读书会。 在这里， 她不仅掌握了
《教育子女的八大智慧》 等实用技巧，更

在反复实践中不断突破自我。从最初羞于表达，到如今自信地站
在讲台上分享育儿心得，她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普通母亲”到
“家庭教育践行者”的华丽蜕变。

硕果累累：以书为媒 共筑成长之路

读书带来的改变是双向的。孩子如今与刘德蕊无话不谈，学
习状态显著提升，本学期更是被老师评价“状态极佳”。而刘德蕊
本人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和考评员证书， 并参与了红十字会
救护培训。她感慨道：“是孩子的问题推动我成长，没有叛逆的孩
子，只有不愿学习的父母。 ”

刘德蕊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教
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她以亲身经历呼吁更多家长：“不要
等到问题爆发才想起学习， 读书是最低成本却最高效的成长方
式。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以书为媒，共同
成就更好的自己。 ”

从环卫工人到家庭教育传播者，刘德蕊用行动诠释了“读书
改变命运”的深刻内涵。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育儿路上，父母永
远是第一责任人。 唯有不断学习、更新认知，才能与孩子共同成
长，书写属于每个家庭的幸福篇章。 ⑩

在第 30 个世
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作为濮阳“最美
读书人 ”、河南 “最
美读书家庭” 称号
获得者， 我想对各
位市民说， 一定要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

惯，自觉行动起来，
为建设 “书香濮
阳”、书香社会作出
贡献。

读书的重要意

义不言而喻， 但为
什么读书还需要大

力倡导呢？ 一个主
要原因是， 一些人
认为读书可有可

无， 对自己的工作
影响不大； 也有人
读书是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 形成不了
习惯，等等，这些原
因直接影响着全民

阅读氛围的形成。
做好一件事 ，

养成良好的习惯至

关重要，读书亦如此。
让读书成为习惯， 要提

升读书的定位。 读书是知识
积累的源泉， 知识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 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科技从知识中来、从读书
中来、从实践中来。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每个
人利用自己的知识积累提升

能力，自觉奉献社会。这样看
读书，就感到特别重要，书非
读不可，绝非可有可无。

让读书成为习惯， 要加
强读书的自律。 读书是很私
密的事， 没有人天天催你读
书。 这就要依靠个人强大的
自律意识， 你深深叩问自己
的心灵， 读书对自己、 对家
庭、 对社会大有裨益， 建设

“书香濮阳”， 建设
书香社会， 人人有
责， 我为什么不读
书， 我为什么不能
坚持读书？ 我要改
变自己， 变 “要我
读”为“我要读”。自
律是最大的动力 ，
自律是读书最有力

的发动机、永动机。
坚定自觉读书的信

念，手不释卷，会感
到读书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
让读书成为习

惯， 要制订读书的
规划。 每个人职业
不同、 家庭条件不
同、生活方式不同，
怎么读书、 读什么
书、 怎么利用读书
成果等， 都要根据
个人情况制订一个

细致规划。 手头宽
裕的可以选择买书

阅读， 资金紧张点
的可以多到图书馆

阅读，双休日可以多读，工作
忙挤时间读， 古人读书在车
上、马上、枕上，惜时如金，也
是很好的方法。我退休后，规
定自己每天读书 80 页，坚持
写读书日记， 今天阅读量不
够， 明天一定补上。 日积月
累，好处多多。

让读书成为习惯， 没有
一定之规，全靠认识的提高、
自律的约束和个人的努力。

建设“书香濮阳”、书香
社会任重而道远， 期望具有
光荣读书传统的龙都儿女，
都能养成读书习惯， 自觉读
书， 以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
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让全民阅读惠及每一个人，
为现代化濮阳建设增识添智

赋能加力。 ②

本报讯 （记者 宋仁志
通讯员 陈娟娟 ） 书香伴春
光，悦读正当时。 4月 22日，
在第 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濮阳市 2025年“4·23”
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主题活

动在市油田第一小学举行。
上午 9时， 伴随着少儿

舞蹈《书香梦飞扬》的灵动身
姿， 活动拉开帷幕。 舞台之
上，经典焕发新生，《满江红》
的铿锵诵读让精忠报国之志

响彻校园，课本剧《珍贵的教
科书》 再现战火中的求知图
景，诗朗诵《阅读的力量》以
声波勾勒出文明传承的年

轮，童声合唱《生长吧！》欢快
活泼，在“破土而出”中演绎
成长的活力。 师生们在诗歌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
革命故事中传承红色基因，

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未知的

奥秘。
活动现场特别设立校园

阅读成果展区， 向青少年发
放象征知识守护的绿色书

签，并循环播放“护苗”行动
主题曲《守一扇心窗》，旨在
通过视听交融的立体呈现方

式， 引导青少年在书香中培
育文化素养， 在阅读中涵养
文明新风， 共同构筑清朗健
康的成长文化生态。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指导，华龙区委宣传部、区教
育局、区文广体旅局，以及市
油田第一小学共同承办。 活
动以 “品书香 阅世界 启未
来”为主题，旨在深入推进新
时代全民阅读工作， 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 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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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不
断满足全市人民多样化、多
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 作为为市民提供阅读之
美、读书之乐的场所，我市图
书馆不断提档升级， 城市书
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 契合
了全民的阅读需求， 也提升
了城市的品位和文化氛围 ，
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精神栖

息地。
上图： 市民在澶州书房

内阅读学习。
中图： 市民在市图书馆

新馆内品味书香。
下图 ：华英人文美学馆

内景。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黄立 文 / 图

城市新空间
精神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