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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恰如许 读书正当时
“人读等身书，如将兵十万。”这句古语深刻揭示了读书的力量。

4月23日是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恰逢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省城太原举办。环顾四周，不难发现，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书

香满溢，成为市民们心灵的栖息地；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乡村群众和孩子打开知识的大门；家庭阅读氛围日益浓厚，

亲子共读成为一道温馨的风景线；电子阅读则以其便捷与多样，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乐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通过

各种途径，汲取精神养分，滋养心灵沃土，积蓄发展动能，赓续文明薪火。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让我们用阅读照亮新时代！

朗朗书声，是开启美好

一天的曙光；本本书籍，是飞

跃知识海洋的羽翼。从古至

今，阅读给人们插上梦想的

翅膀，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营造浓厚的阅读氛

围，近年来，我市众多中小学

校精心打造阅读阵地，让书

香如春风般弥漫在校园的每

个角落。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于我而言，校园里的阅

读时光，恰似一场场奇妙的

旅行，引领我在知识的浩瀚

宇宙中自由翱翔。”4 月 21

日，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学校学生张玥谈起学校

的图书角，脸上洋溢着抑制

不住的喜悦。

“学校的图书角里，各类

书籍琳琅满目，从蕴含深刻

哲理的文学名著，到充满新奇知识的科普读

物；从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到激励人心的励

志小说都应有尽有，仿佛是一个知识的宝

库。”张玥说，课余时间，图书角便成了她和同

学们最向往的地方。大家总会不由自主地驻

足或围坐在图书角旁，精心挑选心仪的书，随

后便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

切。在这里，他们不仅是在阅读书籍，更是在

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

“我最喜欢和同学们在图书角交流读书

心得。”张玥说。有一次，大家围坐在一起分

享好书，现场气氛热烈，有的同学因为《昆虫

记》中昆虫的奇妙习性而着迷，立志从事相关

研究；有的同学被《森林报》里的神秘森林世

界所吸引，萌生出亲近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

愿望；还有同学对浩瀚宇宙充满向往，满心憧

憬着长大后能亲自探索太空。那一刻，思想

的火花在交流中不断碰撞飞溅，让张玥深刻

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无限魅力。

校园阅读，对张玥而言，如一场场奇妙的

旅行，引领她在知识的浩瀚宇宙中自由翱

翔。它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

的内心世界，更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无限憧

憬。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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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碧桂园小区的一

户人家，每晚都会上演一幕

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主角

是王娟和她四岁的女儿婉

婉。王娟是一位热爱阅读的

母亲，她深知阅读对孩子成

长的重要性，于是从婉婉牙

牙学语开始，亲子阅读就成

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叫婉婉，我喜欢读古

诗，今天我给大家背一首《三

衢道中》，妈妈你认真听，可

别忘了啊！”4 月 20 日晚，婉

婉踩着小凳子，拿着自制“话

筒”在家进行古诗朗诵表演，

王娟一边忍俊不禁，一边扮

演好听众，并拿起手机拍下

这段视频。王娟笑着说，他

们全家都喜欢读书，孩子受

他们的影响，从小也特别喜

欢读书，2 岁左右的时候就

跟着妈妈阅读了很多绘本，还认识了很多

字。后来爸爸给她买了一支电子点读笔以

及配套图书，她靠着点读和听，记下很多古

诗词，现在她的古诗阅读量起码能达到小学

三年级水平。

“妈妈，你知道梅子是什么时候成熟吗？”

“孩子，妈妈还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吧，是5月！”

“你怎么知道的呀？”

“《三衢道中》的第一句是什么？是‘梅子

黄时日日晴’，‘皮大龙’讲这首诗时讲过！”

在母女俩的日常对话中，婉婉还能把书

中学到的知识与生活对应起来，让王娟深感

欣慰。

亲子阅读，不仅让王娟和婉婉的感情深

厚，也让婉婉在知识的海洋中快乐成长，学到

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小熊找朋友》的故事

中，婉婉明白了友谊的珍贵和分享的快乐；在

《小兔子乖乖》里，她学会了听妈妈的话，注意

安全。这些故事像一颗颗种子，悄悄在婉婉

的心中生根发芽，影响着她的言行举止。

对于王娟母女来说，阅读已经成了一种

习惯、一种传承，每一天都是阅读的节日，充

满书香与温暖。 （闫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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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飞速迭代的时

代，老年人对知识的渴望并

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日

前，我市多个社区纷纷开展

以世界读书日暨全民阅读为

主题的读书活动，为老年人

搭建交流分享的精神家园。

在市城区锦纶街道玉湖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老人们

欢聚一堂，他们以书会友，在

墨香中寻觅心灵的慰藉。王

培成老人作为分享者之一，

他感慨地说：“人生读书学

习，少年、壮年、老年时期各

有风景，不分早晚，阅读都能

带来新的收获与感悟，丰富

生活，增添阅历。”

活动现场，老人们纷纷

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精

彩的诗朗诵声情并茂，将听

众带入诗意的世界；戏曲表

演韵味十足，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文化的魅

力。他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分享和交流读书

体会，或讲述书中动人的故事，或分享读书带

来的心灵触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学习氛围。

“现在感觉很多知识都比不上年轻人了，

不过要是能一直坚持读书读报，还是能学到

不少新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家住榆次区

防疫站宿舍的退休老教师王月娥，尽管腿脚

不便，但她对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她经常

让孩子们周末帮她买书，尤其热衷于养生类、

防诈骗类的书籍。

“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一名教师，阅读

让我受益匪浅，退休 30 年了，阅读始终没停

过。”王月娥老人向记者分享了自己从读书到

从教的故事。她的话语中充满对知识的敬畏

和对生活的热爱，也寄语广大青年：“希望大

家放下手机，爱上阅读。”

同样，在灵石县翠峰镇城关社区，70多岁

的祝丽萍也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她戴着老花

镜，专注地翻阅着手中的书籍，书中的每一个

字、每一句话，都如同知识的种子，在她心中

生根发芽。 （王爱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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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书 之 乐 乐 何

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

在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

日子里，我们启动了一

场全民阅读活动，给人

们种下一粒热爱阅读的

种子。

在这个信息爆炸、

节奏飞快的时代，人们

的心灵常常被喧嚣与浮

躁所填满。而世界读书

日，就像是一个契机，让

我们暂时停下忙碌的脚

步，放下手中的电子设

备，远离外界的纷扰，沉

浸在书的世界里。

阅读，是个人成长的阶梯。通

过阅读，我们能跨越时空，与古今中

外的智者对话，汲取他们的智慧和

力量。阅读，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和创新精神，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阅读，也是民族进步的基石。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一个热爱阅读的社会，必定是

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社会，

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全民阅读，正是提升国民文化

素养、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途径。

世界读书日所倡导的全民阅读，不

仅仅是个体阅读的简单相加，更是

一种社会风尚的引领与塑造。当阅

读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形成一种

积极向上、崇尚知识的良好社会风

气，整个社会将焕发出勃勃生机与

活力。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

致远。”让我们借着世界读书日的东

风，点燃全民阅读的热情，让阅读成

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书香弥漫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相信在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以

全民阅读为笔，绘就文化强国的新

画卷。

舒适的靠椅、雅致的

书桌，4月20日，在市城区

樊登书店，市民岳俊丽手

捧一本名人传记沉浸其

中，尽情享受阅读带来的

乐趣。

“生活如此美好，有

时间一定要多看看书。”

家住市城区安宁街的岳

俊丽笑着说。每个周末，

她都会如约来到这家书

店，寻一处静谧角落，一

坐便是一下午，任时光在

书页的轻轻翻动中悄然

流逝。

岳 俊 丽 是 一 名“90

后”，在一家私企工作，工

作日加班是常事，尽管平时很累，周末难得

休息，但她还是坚持在休息日的下午去书

店阅读。读书不仅充实了自己，在某一段

时间也成了她的“解压工具”。

“记得在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工作量

非常大，天天加班。”岳俊丽说，那段时间

不管怎么忙，每天仍保持至少一个小时的

阅读时间，内容从散文、诗歌、小说到名人

传记，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两年。

岳俊丽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通过阅读

提升自己的内涵。“我发现，阅读给自己打

开了一扇窗。不管工作多累、多烦、多辛

苦，当我一头扎进书籍里，就会把所有烦

恼都忘了。”岳俊丽说，读书让她的内心

更强大。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

能够在阅读中得到延展，我认为这就是阅

读带给我的快乐。确切地说，这种快乐是

丰富的人生体验。”岳俊丽表示，现在的工

作让她游刃有余，每天有更多时间看自己

喜欢的作品。

看书的时候，岳俊丽总是把手机调到

静音状态，除非看时间，她才会拿起来扫一

眼。她说：“我不习惯看电子书，也不喜欢

被太多资讯打扰。”

对于岳俊丽来说，书店不仅是一个阅

读的地方，更是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在这

里，她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与书为

伴、与文字对话，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与

自在。 （武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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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的祁县

昭馀镇丰泽村，

权勇文化大院门

楣上“第二届全民

阅读大会·最美农家

书屋”的金色牌匾熠

熠生辉。这座由农民权

勇创办的农家书屋，用 28

年时光在乡野间浇灌出一

片文化绿洲。

1996年冬，目睹乡亲们

农闲时蹲墙根的场景，高中

毕业回乡放映电影30余年

的权勇，将积攒的400本书

搬进自家厢房，创办了丰泽

村首个农民文化室。从此，这个青砖院落

成为村民走向世界的窗口。

每逢电影夜，长条板凳上挤满仰着脖

子的村民，银幕光影照亮无数个乡村夜

晚。随着书册日渐丰厚，文化室蜕变成集

阅读、观影、研学为一体的文化大院，悄然

重塑着村庄的精神肌理。

“这可是我的致富学堂！”75岁的村民

“黑女”摩挲着卷边的种植书籍。自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起，她在这里研读葡萄栽培技

术，老树改种巨峰后收入显著提升。常年

在外务工的杨锋明，每逢返乡必来院里坐

坐，“以前没事就在村里闲晃，现在这里成

了我的精神寄托。”

寒暑假期，祁县中小学的研学队伍让

大院愈发热闹。孩子们翻阅农业典籍、触

摸乡土文化，书架间的方桌记录着无数阅

读时光。“这里既是知识殿堂，更是传承阵

地。”丰泽村村委副书记张旺忠介绍，这个

农家书屋已培养出20余位农业技术能手。

阅读的力量正在改变乡村生态。读书

会上，村民畅谈种植心得与人生感悟；亲子

角里，家长与孩子共读的画面温暖如春。

张旺忠注意到，随着往书屋跑的人越来越

多，村里纠纷明显减少，邻里间讨论的不再

是家长里短，而是书中的新见闻。

夜幕降临，权勇仔细擦拭着书架上层

层叠叠的书籍，当全民阅读的春风吹拂乡

野，一座农家书屋正以知识为犁，在乡村振

兴的土地上犁出希望的垄沟。（史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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