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范燕莹 ■版式：李瑞海 ■责校：姚亚莉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全民全民

阅读阅读

潮涌珠江，书香羊城。
4 月 2 日，以“书香羊城 穗阅静

好”为主题的 2023 广州读书月如约而
至。本届读书月举办 1 场启动活动、3
项重点活动，以 3 个主要阅读阵地和
10 个重要领域为依托，以“1+3+3+
10”全方位活动架构，组织开展一系
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阅读活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书香
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了解到，主办
方依托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
屋、文化场馆、特色阅读空间等阅读阵
地，深化全民阅读“十进”工程，积极
推荐优质出版物，深入基层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助力广州文化
强市和“阅读之城”建设。

阅读活动涵养城市书香

“穿阅千年”北京路悦读嘉年华、
“阅见未来”广州塔新锐文学盛典、“穗
阅如诗”广州诗词挑战赛……是本届读
书月的3项重点活动，这些活动承袭广
州的书香文脉，结合市民读者的阅读需
求与阅读兴趣，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穿阅千年”北京路
悦读嘉年华将打造“书香时光穿梭隧
道”，创意还原秦汉、唐宋、元明清、近
现代、当代5个时期的阅读场景，选取
各时期代表性名篇名作解读源远流长的
广州故事；北京路上错落分布的7 家书
店结合各自定位，融合音乐、书法、绘
画、舞蹈、情景剧等元素，联动举办阅
读分享活动；在广州地标广州塔举办的

“阅见未来”新锐文学盛典，邀请跨行
业的“文学+”青年文化名家，以“阅
读”为核心，采取快闪深聊、对话交流
等形式共话未来，展示跨界“文化+”
的魅力；“穗阅如诗”广州诗词挑战赛以

“文试”“殿试”“武试”形式，通过笔试
答题、古风展演、投壶射箭、飞花令、
开放式问答等环节，为市民奉上一场集
趣味与互动于一体的诗歌盛宴。

阅读阵地赋能阅读推广

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花城书
房”等特色阅读空间作为本届读书月全
民阅读推广的三大阵地，依托各自优

势，结合内容主题、覆盖人群、读者需
求，通过优质的阅读服务赋能全民阅读
推广。

实体书店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主阵
地，通过一系列形式举办了书香羊城创
新成果展。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全市的
国有、民营实体书店通过开设精品图书
专区、推送优秀经典读物、举办主题分
享活动、参与创新经营展等方式，打造

“家门口”的阅读盛宴。各区、各单位则
依托实体书店平台开展“读懂广州”“红
棉 悦 读 ” 等 主 题 阅 读 活 动 ， 以 “ 阅
读+”的形式拓展阅读空间功能、丰富
市民阅读体验。

为加快书香羊城全民阅读阵地建
设，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办公
室根据“花城书房”建设标准，结合

“书香十进”系列创建活动，在不同特
色、不同定位、不同风格的公共服务场
所打造了26个“花城书房”特色阅读空
间，分为“红棉悦读”“农家书屋”“绿
美公园”“亲子悦读”“广州塔”等系
列。这些“花城书房”策划开展形式多
样的读书月主题活动，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十进”工程。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炬培告诉记者：“集团积极推
动改造各类公共阅读文化设施，创新实
施文化阅读惠民工程，提升公共阅读文
化服务效能。”

阅读引领建设书香羊城

2023广州读书月积极深化全民阅读
“十进”工程，组织各类阅读推广活动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网络、进家庭、进公
园、进基层，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各国有、民营企业组织开展好书推
荐、主题诵读、座谈会、阅读大讲堂、
读 书 征 文 等 活 动 ， 引 导 树 立 人 人 学
习、终身学习的理念，让阅读助推企
业发展。读书月利用农家书屋、村镇
图 书 室 、 阅 读 角 组 织 开 展 “ 书 香 下
乡”“科技下乡”等科普性文化活动，
营造村镇浓厚的阅读氛围。依托全市各
高等院校、中小学举办“书香校园”读
书活动，不断丰富校园阅读生态，完善
校园图书馆、班级阅读角、学生书橱建
设，鼓励学生参与阅读、主动阅读、爱
上阅读。依托志愿驿站、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社区书屋、社区书报栏、社区科
普电子阅览屏等，组织党员干部职工、
离退休老同志以及广大居民开展读书沙
龙、好书推荐和爱心捐书助学等活动，
关注社区青少年和特殊群体阅读保障，
深化社区阅读基地打造，为群众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
版局 （市版权局） 局长陈晓丹表示，本
届读书月积极创新“阅读+”理念，突
出时代性、全民性、互动性，引领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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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
公共图书馆、特色阅读空间等多方实现
阅读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力，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构建书香
羊城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2023广州读书月：

用阅读之风涵养书香羊城
□本报记者 徐平

从家门口出发，骑车或者步行到农家书屋，
需要多长时间？嘉兴市给出的答案是10分钟。

为更好满足基层阅读需求，嘉兴市依托农家
书屋主阵地建设，通过优服务、抓特色、拓活动
等形式，构建“10分钟阅读圈”，全力打造共同富
裕的精神“嘉”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嘉兴市
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钟晓燕告诉《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目前，嘉兴全市已有农家书屋823
家，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去年农家书屋投
入资金2034万元，图书配送75万余册，全年开展
活动近万场。

促进提档升级，建好传播文化
“主阵地”

吸引村民来看书，农家书屋建在哪，怎么建
都有讲究。嘉兴市结合村级阵地建设、新农村建
设等工作，以“就近、便捷、实用”为选址原
则，扩大农家书屋覆盖辐射范围，最大限度方便
群众读书。

钟晓燕介绍到，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资源实现整合，与公共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
互联互通，纸质资源通借通还、数字资源共享共
用，打通了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最后一公里”，农村读者持身份证就能实现“一
卡通行，通还通借”。

依托基层阵地，嘉兴市积极探索“农家书
屋+”模式，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文化活动中心等阵地融合共建，最大限度整合资
源，提质升级。不同书屋根据当地文化特色，风
格独树一帜，文化内涵丰富。书屋内不仅设置有
红色书架，丰富读者理论知识，也有乡土书架，
帮助读者了解乡风民俗。

如今，所有书屋均达到“六有一保证”，即
有图书室、“农家书屋”标牌、图书柜、阅览桌
椅、制度、专兼职管理员，保证书屋开放时间。
海盐县不仅选配了文化素质较高的管理员，还将
农家书屋建设与运行作为各村社年终文化工作考
核的重要指标。

不仅如此，嘉兴全市80%以上农家书屋设置
了儿童阅读专柜，约30%农家书屋开辟了独立的
亲子阅读区、电子阅览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五星级”阅读体验。

贴近群众需求，构建精神食粮
“加油站”

紧紧围绕“农民群众在哪儿，书屋阅读服务就
在哪儿”的目标，嘉兴市不断满足基层农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切实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的精神
文化乐园。家住秀洲区油车港镇千金寺村的沈林
芳经常带孩子去农家书屋看书：“去书屋，走路只
要两三分钟，实在太方便了。书屋配备齐全，还有
很多孩子爱看的绘本，是个带娃的好去处。”

为确保农家书屋免费开放正常运行，嘉兴
市强化资金保障，完善协管员目标绩效管理考
核制度、书屋借阅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农家
书屋管理。

嘉兴市农家书屋现有纸质图书馆藏总量196
万余册，每年每家书屋均按照重点出版物推荐目
录要求进行图书采购配送。为了让选书更受读者
欢迎，嘉兴市委宣传部专门开展了调查问卷，根
据读者实际需求配书，在推荐目录外，增加了法
律、少儿、文化等主题书籍。嘉兴市图书馆、嘉
兴市新华书店和《嘉兴日报》还共同发起了“好
书有约”品牌荐读活动，每月评选出的好书都会
通过城乡一体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系统配送到各
个书屋。

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阅读覆盖面的同
时，打造留守儿童“第二课堂”、理论学习新阵
地、村民文化“加油站”，让小书屋真正发挥大
作用。针对不方便来书屋看书的读者，嘉兴市推
出了智慧导航，建立“送知识微信群”，为读者

“送知识”上门。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读者，
农家书屋志愿者会定期走访、电话咨询，有效解
决了农民群众的阅读需求问题。

开展多元活动，打造乡村振兴
“助推器”

为了将阅读活动延伸到农家书屋，嘉兴市建
立了三级联动的阅读体系。积极利用市镇村三级
阅读活动联动体系，鼓励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阅读点同时开展阅读活动，实现城乡无
缝对接。如联动开展“元宵灯谜会”“阅读春
节”等系列活动，组织阅读推广人走进农家书
屋；鼓励农家书屋立足基层特色，独立开展阅读
活动，打造别具特色的阅读项目。

为活跃农村阅读氛围，将农家书屋阅读活动
纳入党史学习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实践系列活
动中，开展“亲子阅读分享会”“我的书屋我的
梦”等活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使之成
为农民喜闻乐见、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精神食
粮。去年，全市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
好书分享、捐书赠书等形式多样的阅读主题活动
8438场次，有效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屋”尽其用，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更成为推
动“文化先行、精神富有”的重要抓手。如丰富

“文化有约”“书香嘉兴”龙头品牌内涵，打造善
城、金平湖、涵芬、静安、伯鸿、竹垞等系列县
（市、区） 特色阅读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

嘉兴：10分钟阅读圈，
打造基层精神“嘉”园
□本报记者 黄琳

少年智则国智，青年兴则国兴。在
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孩子们对阅读的热
爱，让书香浸润心灵、塑造审美、拓宽
视野、培养情怀，已成为不少地方文化
工作的重要任务。

书香开慧、厚学山东，读书万卷、
思想齐鲁，已成为山东及其人民独特的
精神品质。为全面提升青少年阅读能
力及育人水平，4 月 4 日，山东省促进
青少年读书行动在济南启动。此项行
动旨在为青少年搭建阅读之路，让他
们从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沉淀思
想，提升素养，为未来成长和成才奠
定坚实基础。通过这一活动，山东省
展示了在青少年阅读领域的持续努力
和进步。

为了“处处能阅读”

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弘扬尊
师重教传统，传承崇文尚读文脉，印发
了 《关于统筹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
见》，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工作。泰山脚
下书声琅琅，黄河之滨书香盈盈，全民
阅读已经在齐鲁大地蔚然成风。接下来
山东省将以更大力度扩增资源，助力青
少年处处能读书，以更高标准融入日
常，推动青少年时时可读书，以更广范
围示范引领，带动青少年人人爱读书，
以更高站位协同推进，形成促进青少年
读书强大合力。另外，山东省将充分做
好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中国语言
文 字 数 字 博 物 馆 、 山 东 教 育 电 视 台

“悦读·成长”平台等资源的推广应
用，发挥数字阅读资源作用，服务学
生线上阅读，拓宽读书渠道。

启动仪式上，莒县教育和体育局、
济南西城实验中学分别作了典型经验交
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小学教师李英姿
作为阅读指导教师代表发言。山东师范
大学教授魏建、山东省实验中学学生王
天晴分别作为教师和学生代表接受聘
书，成为山东省促进青少年读书行动推
广大使。山东省实验小学等十所学校作

为代表接受“书香校园”授牌。

将阅读活动当作大事抓

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作为千年
古县和山东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直努
力打造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环境。莒县教
育和体育局局长焦广良表示，全县将中
小学生阅读活动作为提升全县办学品位
的一件大事来抓，引导激励全县师生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扎实有效地推
进中小学生阅读活动的开展。

莒县瞄准两大目标：海量阅读、全
时空阅读。“处处有书、无处不书”，为
师生海量阅读和全时空阅读提供保障。
焦广良介绍：“每年一次阅读节，每学期一
个阅读周，每月一次读书会，每周一节阅
读课，每日晨诵+午读等措施保证了师生
们时时与书香为伴。每校一座图书馆、每
班一个阅读区、每家一个小书架；教师阅
读室、学生阅览室、随处可见的阅读角、村
小留守儿童阅览室、现代化的阅读机，让
师生们随时润泽书香。”

全县聚焦教师、学生、家长三大群
体，丰富优化阅读策略：研发系列阅读课
程、构建自主阅读课堂、开展多彩阅读活
动。“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将莒县
打造成更有温度、更有情怀的阅读名片，
让青少年读者为之自豪。”焦广良说。

让阅读融入青少年生活

融入日常，推动青少年时时可读
书，以更广范围示范引领，带动青少年
人人爱读书，山东省力图让青少年的生
活书香弥漫。

今年是临沂市河东区九曲小学的阅
读指导教师李英姿工作的第十年，也是
其师生共读的第十年。每天早上，李英
姿都会和学生们日有所诵，用一首诗歌
来开启黎明。而中午，学生们沉浸在阅
读的世界里。

书香致远，厚重深邃。在李英姿看
来，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
少年应当志存高远、奋楫笃行，也应当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真正爱上阅读，孩子也会爱上写作，他
们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提升。”

李英姿表示，当孩子们读完一本书
后便喜欢写下一句话的“微书评”，这短
短的十几个字却时常令其惊喜不已：昱
淇读过《水浒传》后写下了“在书中感受
江湖侠肝义胆”这样的微书评；广成在《小
船，小船》的微书评中写道：“在爱的接力
中感受人间真情的美好与伟大。”还有，读

《森林大熊》，他们告诉我要不忘初心；读
《彼得·潘》，他们告诉我成长是含着眼泪
的微笑。“就这样，每天听，每天聊，我们共
同感受文字的温度，聆听语言的智慧，分
享收获的点滴，经历人生的启迪。”李英姿
动情地表示。

将阅读资源
推送到离学生最近的地方

山东省力图将阅读资源送到离学生
最近的地方——学校。如济南西城实验
中学将提升青少年阅读能力作为立德
树人的重要载体，打造融设施保障、
课程建设、个性体验、文化浸润为一体
的阅读资源基地，具体措施如下：

严把阅读资源入校标准。选择标准
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科学精神，确保推送的阅读
资源标准严格、适切、优质；优化图书
馆文化氛围。图书馆设有品位高雅的观
澜书院、便于个性化阅读体验的智慧朗
读亭，贯穿图书馆的故事、成长的故事
等系列设计，使学生真切品味阅读与历
史、社会、人生的关联；实现阅读资源
全空间、全时段推送。学校设置“班级
书房”、教学楼“浅阅读区”、宿舍楼智
能自助借阅机。

另外，完善阅读课程体系，形成阅
读育人的全学科链条。济南西城实验中
学以语文阅读课程为起点与核心，延伸
融合为人文阅读课程，进而向全学科阅
读课程推进，立足培养终身的阅读者，
负责任的表达者，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美好未来的创造者，形成提升学生核心
素养的完整链条。

山东：推动青少年阅读走实走深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广州市儿童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拉开了2023广
州读书月的帷幕。 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 供图

书香家庭代表向全体市民发出亲子共读倡议书。

4月4日，山东省促进青少年读书行动在济南启动，学生代表现场朗诵《阅读的
力量》。 山东教育电视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