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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天空很蓝，小麦
很绿，田野里连片的葱郁勾
起许多美好的回忆。时光倒
转到两年前一个清晨，记者
从泊头一路疾驰，驱车前往
目的地——南皮大浪淀乡肖
九拨村，把印有“沧州日报
读书会走进帮扶村”字样的
红色条幅送到村里。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
官之年，沧州日报读书会走
进了南皮帮扶村。同时邀请
了沧州市农科院的农业专
家、沧州市国学院的老师、
新华书店以及沧玉种子公司
负责人，一起送书、送国
学、送科技。

一路疾驰，穿过田野，
走过乡间，进了村子。车子
刚停下，便有村民热情地迎
上来：“村‘两室’在那
边！”

到达时，会议室已熙熙
攘攘。条幅挂上，读书会活
动正式开始。在主持人的介
绍下，台上的嘉宾依次登
场。

赵松山是沧州市农科
院小麦试验站原站长，与
小麦打了一辈子交道。那
次他把大田作物种植和病
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讲得
通俗易懂，一些高大上的
理论接了地气，乡亲们听
得时而点头赞同，时而在
本子上记两笔。沧玉种子
公司的张云海，讲述了玉
米选种、发展趋势以及品
种优势，详细地教给了农
民如何选种育种。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 家 。 沧 州 国 学 院 副 院
长、传统文化学者翟广瀛
带来了家庭文化建设方面
的内容。她为乡亲们讲解
了夫妻、亲子、忠孝等传
统文化，告诉大家家庭关
系 如 何 投 资 、 维 护 和 经
营。

专家们讲得通俗透彻、
情真意切，村民们听得津津
有味、意犹未尽。

50 岁的于文昌在村委
班子呆了 10多年，也是搞
农支销售的，谈起读书会活
动，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
记者，肖九拨村 1600多村
民，几乎靠农业维持生活，
6000 多亩地以种植大田作
物为主，所以特别需要科技
知识。而读书无疑是获取知
识的捷径。“咱们沧州日报
读书会送科技到农村，活动
举办得好啊！带来的知识都
是老百姓最需要、最想听
的！我们一直期待着沧州日
报读书会能再次走进我们村
呢。让田野时时处处飘书
香，让农民感受科技文化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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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四月天，最是
书香能致远。当第27个世界
读书日翩然而至，一份荣誉
也欣然而来：沧州日报读书
会喜获沧州市第二届“金牌
读书会”荣誉称号。我们很
高兴，能为倡导全民阅读尽
一份心；我们也很自豪，能
为书香沧州建设出一份力。

清楚地记得，沧州日报
读书会成立的日子是2020年
9月19日——在那个金风送
爽、暑热尽散、红叶胜火、
硕果飘香的好时节。

清楚地记得，那个启动
仪式简约而不简单。简约在
于形式，人数和节目都精简
了又精简；不简单在于内
容，因为大家都知道，读
书，对每个人每个团队而言
从来都是件大事。从此，我
市读书的队伍再添一支新
军。

清楚地记得，启动仪式
上大家对读书的理解：鸟欲
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多读
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也是人类思想的宝库，读书
可以让人增长智慧、心境清
明，可以让人胸襟开阔、志
存高远，遇见更好的自己。

之所以成立沧州日报读
书会，还是源于沧州日报编
辑部开展的“三个一”活
动。为倡导读书，自2017年
8 月开始，沧州日报编辑部
在编采人员中开展了“三个
一”活动，其中一项就是

“月读一本好书”。之后的时
光里，大家在读书中超越、
在读书中成长、在读书中汲
取力量。读书，渐渐成了一
种自觉、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感同身受、因为受
益匪浅，所以才动意成立了
读书会。就是希望通过我们
的引导，能让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阅读；也希望通过《沧
州日报》这个平台，能讲好
读书故事、传达好党和政府
的声音，助力书香沧州建
设。

两年来，沧州日报读书
会陆续走进了书城、图书
馆、扶贫村、社区、医院、
企业、学校、军营等地，每
场活动，都是围绕市里的重
点工作展开。比如围绕运河
文化带建设，我们“品读运
河，共享书香”“聆听运河
之美，品读一城流韵”“共
读徐则臣的 《北上》 ”；围
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我
们“走进扶贫村，让田野遇
上书香”；围绕抗美援朝胜
利 70 周年，我们“致敬英
雄，寻访抗战老兵”“分享
为烈士寻亲故事”；围绕建
党百年，我们邀请沧州文史
专家“讲红色故事，传红色
精神”……

这些讲述，让人们的心
灵一次次得到净化；这些活
动，让人们的精神一点点润
染书香。

为了增强互动，我们还
在沧州日报“悦读悦美”读
书版，开设了读书达人、书
香机关、品书论道、佳作赏
析、读书一得、好书推荐等
栏目。每周一期，讲述我市
读书达人、优秀读书会、书
香家庭等的读书故事，让阅
读点亮人生的同时，也浓郁
了狮城的芬芳书香，弘扬了
社会正能量。

两年来，我们从一本书
读到另一本书，从一个家庭
讲到另一个家庭，从一个单
位走到另一个单位。今后的
日子里，我们阅读的脚步也
不会停歇，将继续与大家一
起分享好书、拓展视野、以
书会友、交流思想。在阅读
的道路上收获美好纯粹、感
受澄澈安宁。

阅读，悦读。让我们逐
梦前行。未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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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脚步和眼光都不
能到达的地方，通过阅读形
成的精神、思想却可以遨游
其中。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
强则民族强。近些年，许多
专家都在强调：如果一个民
族失去阅读，那么，这个民
族将会失去活力。如此，推
动全民阅读恰逢其时，构建
书香社会意义重大。

作为媒体，如何让书香
走进家家户户，推动要读
书、爱读书、读好书的好风
气，从而助力书香沧州建
设？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自 2018年始，《沧州日
报》就专门开设了“悦读悦
美”读书版。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分享好书、交流思想的
平台。正如萧伯纳说过的那
样：你我之间苹果的互换，
结果仍是每人只有一个苹
果，但你我思想的交换，每
人将有两种思想。

我们努力讲好读书故
事，把目光投向那些读书达
人、优秀读书团队、书香家
庭，也关注那些热爱读书的
普通人。让大家在这里思想
碰撞、收获成长、启迪人
生。几年来，我们报道了几
十个读书团体和上百位读书
个人。重点报道了夕阳红读
书会、半糖读书会、沧州市
全民阅读促进会、南皮读经
会、河间诗经读书会、樊登
读书会、熹葳旗袍读书会等
多个“金牌读书会”。以及
赵玉玲、瓮宝禄、陈华、刘
胜良、吴俊泉、王俊鹏等多
个“金牌读书人”，刘玉
柱、冯天增、刘德普等多个

“书香家庭”。
他们中，有的企业把读

书列入了每天清晨例行模
式；有的单位为职工建起了
书屋，定期组织活动；有的
个人在日积月累的学习中，
不断圣明通达；有的孩子，
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
惯；有的组织团体读书，在
众乐乐中，丰富思想，提高
维度。

可以说，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心得，每个家庭有每个
家庭的收获，每个团队有每
个团队的经验。我们以报纸
为媒，以典型引路，形成了
良好的读者与版面的互动、
故事与情感的交融。让人们
感到，薄薄的一张报纸里却
有着能排山倒海、穿透视听
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让我
们目光更高远，指导你，塑
造你，将我们引向更美好的
未来。

经过几次改版，大众阅
读、读书达人、读书一得、
好书推荐等栏目受到了广大
读者的热情关注。线下有丰
富的读书活动，线上有沧州
日报“悦读悦美”版和沧州
日报乐读群承接互动，多方
结合，多元发展，多向聚
力，沧州日报读书会为全民
搭起了阅读平台，为建设书
香沧州贡献了主流媒体的引
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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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流泪，心疼激励，每次
参加日报读书会的活动，心里总是
充满力量！”市民陈立新感慨地
说。他是一名摄影人，更是《沧州
日报》的铁粉儿。读书会的每次活
动，他几乎都参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沧州日报读书会确定了

“讲红色故事 传红色精神”的主
题，开展了“进企业、进校园、
进社区、进机关、进医院、进农
村、进军营”的“七进”活动。
通过邀请红色文化研究者讲述发
生在沧州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以
多种多样的互动形式和文艺表演
形式，传扬红色精神。每一次活
动，都经过精心策划，每一个细
节，都经过认真研究，细之又细
落实到位。我们经历的每一分辛
苦，换来的都是现场满满的感动。

在市实验小学的礼堂里，文史
爱好者王吉仓和白文岐讲述了这些
年与沧州日报寻亲志愿团队一起为
烈士寻找亲人的感人故事。几年
来，一点一滴，抽丝剥茧，只要有
一点线索，他们都要寻根问底，为
烈士们找家，竭尽全力让英雄们叶
落归根。烈士的精神让人感动，这
些寻亲志愿者们的付出更是让人泪
目。那场活动，孩子们互动热烈，
许多孩子流着泪说长大了也要当英
雄。

走进安定医院，活动丰富多
彩，感人至深。安定医院集团董事
长韩之杰对红色历史研究甚多，一
直以来，红色文化教育也是企业文
化学习中的重要一项。我市《无名
文学》原编辑、夕阳红读书会会长
吴俊泉，新华区检察院原检察长、
红色文化研究者吴秀起，是我们邀
请的两位嘉宾。当两位老人讲起捷
地惨案及发生在沧州大地上的革命
英雄故事的时候，在场的医护人员
们都眼含热泪。

凝聚的力量也曾在运河区解放
西路社区激荡。那次活动，既有普
通市民，又有党员代表，既有退役
军人，又有在校学生。沧州军分区
干部、红色文化研究者孙福军和沧
州市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张书俭，在
讲述沧州革命故事以及拍摄革命母
亲的历程时，数度哽咽，现场的人
们也一次次落泪。人们在一次次心
灵的洗涤中，不断学习、不断反
思、不断积淀，在心底汇聚起强大
的红色力量，去激励未来的工作和
生活。

百年辉煌，历久弥新，百年征
程，唯有奋斗。承载着厚重的红色
文化，让更强大的力量根植于沧州
大地，是沧州日报读书会的责任。
我们将继续讲好红色故事，讲好新
时代故事，倡导正能量，激励更多
人爱家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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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沧州人来说，穿城而过
的大运河，是人们心中最深情
的记忆。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全市
人民瞩目的重点项目。沧州日报
读书会两次举办与运河有关的活
动，一是在市图书馆举办了朗诵
会，二是走进位于大运河畔的中
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
州中心支公司，共读《北上》。
这也是读书会第一次走进企业。

《北上》是作家徐泽臣创作
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视角独
特，写作手法新奇，现在与过
去双线交织，讲述了发生在运
河上几个家族上百年的故事，
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作家苗笑阳、大运河文化
爱好者陈立新、运河沿岸的诵
读者和老住户们，现场进行了
分享。作为走访大运河多年的
记者，也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林语堂曾说：“没有养成读
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
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
锢的。”按照这个意思可以理解
为，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城市、
同样的河边，读书更多的人，
更能体会到岁月深处的东西，
触摸到城市与河流的根脉。而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记者和陈立新老师
通过辨认文庙内的一通石碑，
开始寻找一个叫“先斯院”的
地方。这个地方就位于运河
边，是明末一位长芦盐运使建
造的。在这里，盲人们可以免
费吃住且学习技能，并实现自
立。寻访“先斯院”时还见到
了知情人，听说了不少故事。
因为缺乏史料或者书籍，我们
不敢断定这是否是中国最早的
盲人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国人自古就有人文精神、公
益情怀，这些并非舶来品！

文章见报很久，一天偶尔
读《阅微草堂笔记》，一下子惊
住了：早在 200多年前的清乾
隆时代，纪晓岚就像我们一
样，寻访过“先斯院”，听说过
我们听说过的故事和传说，发
出了近乎相似的感悟。这种跨
越时间和空间的故地寻访和精
神相通，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方，通过书
籍，跨越历史长河，与古人精
神相会。

《北上》给我们打开了大运
河的纵深轴：所谓岁月深处的
东西，不仅仅是父辈、祖辈的
记忆，更是历史更深处的点点
滴滴。希望不仅仅是《北上》，
还有更多的书籍，给我们打开
更大更宽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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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9 日，沧
州日报读书会走进市实验小
学，与师生共享为烈士寻亲
的故事。一位位碧血丹心的
英雄儿女，一张张天真稚嫩
的面庞，讲者，意气风发、
倾情动情；听者，深受教
育、为之动容。

这是沧州日报读书会第
一次走进校园，也是记者第
一次作为主讲嘉宾，走上讲
台，与师生分享红色故事。
那份感动，至今在我的心怀
萦绕。

不知不觉，“帮烈士寻
找亲人”公益行动已开展
了 3 年多的时间。2019 年
清 明 节 期 间 ，《沧 州 日
报》 以安徽七旬老人年介
涛为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
沧州籍烈士寻亲为契机，
发起“帮烈士寻找亲人”
公益行动。3 年来，寻亲
的脚步从未停歇，至今仍
在继续。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
河，有一种精神之光却从不
会黯淡。人们没有忘记这些
烈士，一次次地查对，一家
家地寻访，一点点地印证，
就这样，沧州日报“帮烈士
寻找亲人”志愿者团队辗转
海兴、南皮、吴桥、天津等
多地，寻访了 50多位烈士
的家乡，近 30名烈士的信
息被确认。

寻访过程中，收获的感
动比付出更多。我们感动，
年介涛老人不顾 70 岁高
龄，在冀皖两地奔波操劳；
我们感动，沧州社会各界志
愿者，不图回报，跟随记者
走访、调研，赴外地查阅资
料；我们感动，烈士亲属无
怨无求，他们觉得，亲人为
国牺牲，无上光荣。

每一位烈士的光荣事
迹，在一次次寻访下被还
原。他们有的年少从军，
意气风发；有的为了上战
场，忍痛抛下家人和孩子
……但面对敌人，他们都
英勇无畏、坚毅不屈。记
者告诉同学们，历史的天
空，飞扬着无数共产党人
的鲜活面容，除了舍身炸
碉堡的董存瑞、用身体堵
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
永生的邱少云，还有很多
很多沧州的英雄儿女血染
疆场，他们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不懈奋斗，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
值得每一个沧州人铭记。

这些故事也感动了市实
验小学的师生们，他们拿起
笔，记录下自己的收获和感
动，他们抬起头，专注地聆
听着读书会嘉宾讲述的寻亲
故事，稚嫩的眼眸里闪烁着
激动和昂扬。红色的火种在
孩子们的心中熊熊燃烧，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

让英烈的名字永远熠熠
生辉，让红色基因在沧州大
地上生生不息，这是对先烈
们最好的告慰，也是沧州日
报读书会的责任和使命，为
此，我们将一直走下去。

沧州日报读书会启动仪式沧州日报读书会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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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张徽贞 周红红

撰稿 杨金丽 齐斐斐 杨静然 寇洪莹

摄影 魏志广 王少华

助力书香沧州建设助力书香沧州建设助力书香沧州建设，，，两年活两年活两年活

动持续不断动持续不断动持续不断，，，获评获评获评“““金金金牌读书牌读书牌读书

会会会”””———

走进实验小学走进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