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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海，有很多人与书为伴、喜欢读书，他们用书香润泽精神世界，他
们的生活因阅读而丰富。生活在这里，出门可以到图书馆、书店、社区书
屋等公共阅读场所读书、借阅；回到家，书房、读书角也会让阅读者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喜欢电子书的读者，一部手机就是他的移动书房；志同道合
的书迷们会聚在一起分享交流、互相学习……

走进海勃湾区千里山镇新丰村的草原
书屋，仿佛走进了一个满是书籍的文化课
堂。这个占地66平方米的小书屋，拥有科
技、少儿、文化等六大类2000余册图书，平
常还定期举办各类学习活动，满足农区居
民阅读、学习等文化需求。

“从2019年开始，我就常来草原书屋听
讲座，来这儿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老
党员刘玲玲告诉记者，他和村里其他老支
书、老教师还组成“初心田园”理论小分队，
来到居民家里、田间地头，面对面开展理论
宣讲、农技知识宣讲，让更多农区居民爱阅
读，养成学习习惯。

“到了周末或假期，大人一上班，家里
孩子就没人管了，总是看电子产品，后来，
草原书屋开展了一个‘童心童画’公益小
课堂，每周都有活动，形式多样。孩子参
加过‘我的书屋我的梦’‘讲国学、学国学’
等主题阅读活动，还手工制作了扭扭棒、
非遗漆扇等。”农区居民常秀告诉记者，自
从她在居民微信群里看到草原书屋开设
公益小课堂消息后，就经常把孩子送到草
原书屋，这里还经常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孩子们学唱红歌、参观党建展厅、观看红
色电影等。

“我家孩子参加了草原书屋的21天阅
读打卡活动，这事儿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
她心中生根发芽，让她爱上了阅读。我也
经常打卡草原书屋的活动，参加三次就能
得一个积分，有了积分还能在文明团结超
市兑换生活用品。自从有了草原书屋，以
往的牌桌都被书桌取代了，来这儿看看书、
说说农事，甭提多惬意了。”都布新高娃向
记者分享道，她还常和邻居们在草原书屋
观看《婚事》《婚嫁新风尚 幸福更长久》等公
益短片，村里每年评选“好婆婆”“好媳妇”

“诚信户”等先进典型，还邀请市、区级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开展“强国复
兴有我 榜样就在身边”进农区宣讲，通过
在草原书屋的学习，农区居民向上向善，个
个争当模范。

“草原书屋是一座桥梁，是村民们心
灵成长的沃土，也是激发乡村活力、促
进文化繁荣的重要平台。”草原书屋管
理员刘宇杰告诉记者，新丰村的草原书
屋已经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播站，既是党
员群众学习的“好学校”，也是农区文化
振兴的“动力源”。2021 年，新丰村荣获
乌海市“书香乌海·全民阅读”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家门口的书香世界”④
新丰村：书屋成了乡村文化的传播站

本报记者 姜瑜文/图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陪伴

家住海勃湾区蒙西世纪城的吴丹和女
儿坚持亲子阅读已有3年。“我们阅读的图
书主要从图书馆、书店、社区书屋等地借阅
或购买，还经常参加一些读书会来拓宽阅读
视野。”吴丹告诉记者，良好的阅读环境使她
和女儿都特别喜欢阅读。“我和孩子最近在
读的是一本介绍二十四节气的书，比如说夏
至，我家会在这一天吃面。冬至饺子夏至
面，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习俗，它是有物
质基础的，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
日见麦花’，随后‘素麦既登’，也就是说，夏
至时节恰好可以喜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
成就感。所以夏至吃面是有物质基础的。
这一下，在这一天我和孩子们过夏至的时候
会更有感觉。”吴丹说道。

刘菲菲的书房满眼都是书，两面墙被两
个书架完全占据，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书。粗
略数一下，里面的书足有上千册，主要有文
学、历史、古诗词、美学、小说等。“买书成了
我每个月支出项目，现在有了孩子，这项支
出就更大了。”刘菲菲说。刘菲菲从小就爱
读书，也舍得为书花钱，她喜欢带着孩子逛
书店，每天都要和孩子一起阅读。在刘菲菲
的读书生活中，她最大的感受是“阅读是最
好的亲子陪伴”。

“妈妈，你再陪我去书店吧，我想在那
儿待上一下午。”每到周末，姚淼总会这样

央求妈妈。7岁的她已经能够独立阅读，
她的读书兴趣是由妈妈讲绘本故事培养
起来的，如今她不用拼音就能读完一本文
字较多的儿童读物。“这都是看书的功
劳。”小家伙自信地说。读书带她领略大
千世界。

时下，对于许多人来说阅读就像一日三
餐，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他们说，有书陪
伴的感觉特别踏实；也有人说书既是我的朋
友，也是我的老师；也有人对于书的热爱胜
过一切……阅读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生活，阅
读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王丽霞是市图书馆和海勃湾区图书馆
的会员，她每周借书读书已经有 10多年
了。王丽霞认为，读书是一种爱好，这个爱
好她要坚持一辈子，像吃饭、睡觉一样，融进
日常生活。“这辈子，我想我不会离开书。”王
丽霞说。

在王丽霞的记忆里，因为读书忘记吃
饭是常有的事儿，可却从未忘记读书。“我
读的书未必有多高深，只要有意思，都会拿
来读一读。工具书长知识、小说散文有趣
味、人物传记看人生，读书很重要的一点在
于学以致用。我喜欢读《曾国藩家训》，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翻翻。这本书从为
人处世、从政治军、谨守家风、保养身心等
几个方面作了阐述，我常常把书中的内容

讲给孩子听。我不要求他们有多优秀，只
希望他们从书里汲取到有用的知识和道
理。”王丽霞说。

和很多人一样，朱童辰从小就爱读书，
并将阅读的习惯坚持到今天，用她的话说，

“我和书结下了一生之缘。”
读书是朱童辰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天会给自己留出一段时间来阅读，如果工
作忙，她就会早起或晚睡一个小时来保证阅
读时间。她说：“如果没有完成这一天的读
书计划，睡觉都不会睡踏实。”

书读得久了，朱童辰渐渐有了自己的喜
好。从5年前开始，她有目的地选择纯文学
类的书籍。在她看来，纯文学类书籍的作者
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特别严肃的，通常会直面
人生最本质的问题，有独立的思考方式。她
还养成习惯，就是在读完每本书以后，把感
悟到的点点滴滴整理成读书心得。读书也
改变着她的生活，受她的影响家人也开始喜
欢读书。因为读书她结识了很多朋友，汲取
了书里的经验，她发现自己遇到问题时，考
虑得更周全了，眼界和思维也变得更宽广和
缜密了。

翻开书页，书香自来。现在，阅读正在
成为乌海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古人云：“少
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
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我们需要通过
读书来给自己充电，借助书籍我们获取知
识，丰富学识涵养，充盈精神世界。同时，阅
读也是人们最亲密的伴侣，在阅读中遇见那
个更丰富的自己。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姜瑜

《当代小说三十家》
孟繁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有关当代小
说家的一部评论集，他以扎实的学术基础、
广博的知识储备、精准的专业眼光和敏锐
的问题意识，对目前活跃在文坛，如莫言、
贾平凹、阿来、孙甘露、毕飞宇、宁肯、林白、
张惠雯等三十位小说名家的创作，给予了
丰富而有见地的评价，并触类旁通，对相关
类别的作品进行辨析与解读。作者以深刻
而充满张力的文学格调，独特而富有洞见
的文学评论，力图如实反映当下中国小说
创作全貌。无论是对有志于小说创作和研
究的作家、批评家，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
说，本书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目录”式读
本，可以带领我们更好地一窥当代小说创
作的门径。 （转载自《西安日报》）

《垂向时间：地质学家

的计时簿》
[美]马西娅·比约内鲁德 著 林葳 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身处时刻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理
解无处不在的时间？又如何理解人类出
现之前的悠久过往与没有人类参与的未
来？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扩展了人类的
视野，地质学也是一种镜头，让我们能够
以一种超越人类经验限制的方式见证时
间。本书在讲述地球演化史与人类对地
球认知的发展史的同时，带我们用地质学
的思考方式来认识地球、海洋和大气的时
间韵律，理解我们身处的人类环境，面向
可持续的未来。 （转载自《北京日报》）

《海错图笔记·青少版2》
张辰亮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海错图笔记》系列图书作者耗时九
年解读清代海洋生物图谱《海错图》，从
奇葩生物鉴别到中国沿海风土人情介
绍，从海洋文化到海洋保护理念传播，兼
顾科学与趣味，博物与生活。

《海错图笔记·青少版》第一册于
2020年出版。本书为青少版的第二册，
以“青少年认知度高、与中华饮食相关、
物种亟待保护、解谜难度高和与中国滨
海地区生活文化相关”五个维度，精选24
篇文章，物种涉及甲壳类、鱼类、藻类等
生物类群。阅读本书就好似进行一次有
趣的博物学大探查，同作者一起踏上穿
越古今的探究之旅，感受融会贯通的快
乐和成长。 （转载自《北京日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落实2023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全国青
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有关
要求，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中央宣传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进一步提升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质量，通
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
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提出，在青少年学生读
书行动已有工作基础上，创新实施
五大工程。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
程。将阅读有机融入学校教育教
学，倡导分学段阅读目标，开展“每
天阅读一小时”“周末阅享半日”行
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实施阅读
资源优化工程。丰富资源供给，强
化阅读推广，开展“一人一本书，送你
金钥匙”活动。关爱特殊群体，实施

“光明未来计划”和“乡村学校图书馆
振兴计划”。实施阅读素养培育工
程。研制青少年阅读指数，加强阅
读指导队伍建设，探索家庭亲子阅
读指导路径策略。实施科技赋能阅
读创新工程。强化数智赋能，推动
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相结合，开发

“AI阅读助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
覆盖“AI伴读计划”，打造国家智慧
教育读书平台2.0版，以数字化支撑
青少年阅读和终身学习。实施阅读
成果展示转化工程。鼓励青少年学
生阅读后进行深度思考，开展“行走
阅读”，做到读思结合，知行合一。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将
读书行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
强国建设紧密结合；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家校社协同，鼓励各地各校结合
实际打造读书活动品牌；强化宣传
推广，定期组织青少年学生读书展
示交流活动，支持各地创新探索深
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特色
路径。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教育部中宣部启动实施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

行动五大工程

“每天阅读一小时”
“周末阅享半日”

首次集中展示动物题材绘画领
域的丰富收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华
殿书画馆举办“万物和生——故宫
博物院藏动物题材绘画特展”，展览
以“百鸟鸣春”“百兽率舞”“百态生
灵”三个单元展开，精心遴选63套、
共计117件自五代至清代的珍贵作
品，涵盖禽鸟、走兽、草虫、鳞介等多
个门类。其中，既有“黄家富贵”风
格代表作品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
图》，亦有难得一见的清宫旧藏《鸟
谱》《兽谱》。画家包括宋代崔白、赵
佶、李迪、林椿，元代赵孟頫、任仁
发、王渊、盛昌年，明代边景昭、沈
周、吕纪、徐渭，清代蒋廷锡、华嵒、
郎世宁、虚谷等名家，题材丰富，形
式多样，流派众多。展览持续至6
月29日。（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动物题材绘画展
亮相故宫博物院

定期举办的读书活动。

新丰村草原书屋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