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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寇洪莹

班有图书角
让学生“爱读书”

在泊头市第二中学校门口，由
师生轮流书写展示的书法校牌，十
分醒目；校园里，各班级、楼道、
走廊和宣传橱窗等地，读书有益的
条幅、标语、名人名言，随处可
见。

学校藏书 7万余册，教室就是
“阅览室”。每个教室设有班级图书
角，摆放了同学们喜爱的各种图
书。学生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阅
读，自主放松。

除了可见、可读的校园阅读环
境，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阅读活
动，也让学生爱上阅读，涵养品
格。

每年的 4月为二中的读书月，
学校布置展台，开展好书阅览活
动。在世界读书日，举办好书分享
交流会、学生写作征文和经典诵读
等活动。校园广播每周一、三、五
下午，定时开播，分享学生们的读
书心得。

2022年5月16日，泊头市第二
中学知行文学社成立。校长褚祥虎
在成立仪式上说：“让读书和写作成
为一种良好习惯，成为一种高度自
觉，成为一种特殊责任，在文学艺
术的天地里，获得审美愉悦并健健
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成立一年

多以来，知行文学社举办了“石榴
花开 籽籽同心”“喜迎二十大 奋
进新征程”“我心中的最美教师”

“新学期 新希望”“一封家书”“励
志教育感悟”“网课感悟”“再见
2022 你好 2023”等主题征文活
动。同学们积极参加，用优秀的作
品，践行了“用我笔写我心，以我
心抒我情”的社团理念，浓厚了校
园书香氛围。

把好入口关
让学生“读好书”

面对琳琅满目的图书，如何为
学生选择适合的读物，发挥阅读的
育人作用呢？为建好课外读物进校
园的“防火墙”，泊头市第二中学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学校建立读书活动领导小组，
褚祥虎亲任组长并负责“快乐阅
读”活动的策划指导，教务处负责
活动的组织实施、人员的分工、诵
读课程的安排落实；语文教研组负
责活动方案的起草、活动的具体操
作、计划拟定、教师开展相关活动
的组织，资料的整理和归档；每个
教师都要对学生进行好书推荐，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向学生介绍适
合他们的图书。

选书不仅仅是语文教师的职
责，也成为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
活动。为拓宽读书范围，学校公开

征集学生喜欢阅读的报刊、图书目
录，通过家长会等征求家长意见，
并据此专门组织研判，及时把受学
生欢迎的、高质量优秀读物清单推
荐给学生们，充分发挥课外读物的
育人作用。

传诵经典诗篇，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每学期政教处组织研讨制定
统一的阅读要求，规定各年级的古
诗诵读篇目，并在学期末对古诗诵
读情况进行检查。将学生的诵读情
况纳入班级量化积分，评选“诵读
优秀班级”。在微信公众号“活力泊
头二中”开辟“校园诵读”栏目，
记录师生读书心路历程，树立典
型，引领全体师生共建书香校园。

除此之外，每次放假之前，学
校都在《致家长一封信》中推荐适
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倡导“我与父
母同读共赏一个亲情故事”活动，
让父母与子女同读、同感悟、共交
流。

高质量深度阅读
让学生“善读书”

师生每人一句读书座右铭，每
周两节课共读一本书，隔周进行一
次聊书或系列丛书赏析活动；每个
学生建立一本“读书成长册”，从
原有的好词积累，丰富到阅读过程
中收集到的精彩片段、名人名言、
心得体会；每月利用一节课举行读

书交流会，交流所读书的内容、喜
欢的人物，畅所欲言，谈自己对
书、对名言警句的理解与感想，交
流自己在读书活动中的心得体会；
每个班级有读书记录表，对本班级
读书活动主题、内容、活动剪影、
读书收获详尽记录。

读书活动逐渐走向深入，“评
价就是引导。”泊头市第二中学建
立科学合理的阅读评价体系，来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通过评比，展示优秀手抄报、
推荐好书表格、优秀读书笔记，评
选“阅读之星”“读书标兵”，让学
生享受读书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荣
誉。学校每月组织书香校园读书班
级交流会，同学之间交流读书心
得、读书故事、表演课本剧，评选

“书香班级”，有效激励莘莘学子的
读书热情。同时，学校以“传统节
日”为契机，举行大型读书竞赛活
动。比如“学雷锋故事，讲雷锋故
事”比赛、端午节传统美文诵读比赛
等，让学生在读书与竞赛中，享受读
书成果，收获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近年来，不断有师生在各级阅
读竞赛中获奖。泊头市党史知识
竞赛中获团体总分第二名；播音
主持特长生石昕艺夺得河北省第
六届大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
法”大赛决赛一等奖……一张张
奖状，凝聚着泊头市第二中学在
书香校园建设中的孜孜以求。

本报讯 （记 者 齐 斐 斐）
“多读书，用知识丰富心灵。
作为一名乡村小学语文老师，
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些珍贵的
图书，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知
识，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更多人
才。”在捐书活动现场，沧县
兴济镇小学的张慧杰老师在活
动现场激动地说。

这是一场特殊且温暖的图
书捐赠活动。捐赠方来自北京
华文京典文化传播公司。该公
司主要从事大中小学图书馆、
社会图书馆、农家书屋等配送
业务，自成立以来，明确企业
的发展宗旨为：取之于教育、
回归于教育、服务于教育。多
年来，一直关注社会公益事
业，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多次图
书捐赠活动。

此次活动的发起人是沧州
文脉传习所和红色教育基地创
始人李炳天。李将军是从沧州
走出去的武警少将，退休后积
极致力于研究沧州文化，传承
沧州文脉。他走城乡、进学
校，宣讲红色故事，赓续红色

精神，对沧州教育事业作出了
贡献。此次捐赠活动，他多方
沟通，和《人民日报》热心人
士杨华军联系，又与北京华文
京典文化传播公司对接，为沧
州市第五中学、沧州市凤凰城
小学、沧县第三中学、沧县兴
济镇小学、沧县仵龙堂中学5所
学校捐赠了 8000 余本课外读
物。这些图书将进一步丰富各
学校图书室，为孩子们带来更
加多彩的图书世界。

活动中，杨华军为孩子们
讲述了读书的重要性：读书对
一个人来说，可以丰富知识、
发展能力、提高人格；对于一
个国家来说，可以丰富物质文
化、凝聚精神文化、升华民族
文化。他鼓励孩子们要读好
书、写好字、做好人，成为国
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

李炳天将军在活动中带领
大家参观了他在沧州市区建立
的红色教育基地，讲述了红色
故事和沧州文脉，鼓励孩子们
好好学习，多读书，为美好的
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在《沧州日报》上看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知识竞赛活动，刚
才我把答卷做完了，请你们帮我
检查一下，可以吗？”日前，运河
区民宗局迎来一位精神矍铄、步
履稳健的老人。老人名叫李汝
明，今年 87岁。

“我赶不上你们年轻人，不会
用手机，也不会用网络，这些题也
拿不准，我就骑车过来问问你们答
得对不对……”老人从怀里掏出一
本杂志，杂志里夹着一张从报纸上
面剪下来的试卷。工作人员很快看
完试卷并为老人耐心讲解。

李汝明老人祖籍四川，年轻时
来到沧州，在这里扎下了根。老人
感慨：“我 13岁当兵，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深深
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团
结各族人民，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感恩，
我现在是国防办的国防教育宣讲
员，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激
励年轻人铭记历史、奋发图强！”

一份薄薄的答卷在这一刻显
得无比厚重，这是一堂民族工作
干部为老人解答民族团结知识的
课程，更是老人为年轻人上的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连日来，市民宗局以河北省
第十四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
动为载体，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扎实推
进大运河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建
设。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文艺汇
演、书画展、摄影展、非遗文化
展、体育比赛等一系列主题鲜
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教育活动，不
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团结月里的温情故事民族团结月里的温情故事————

一份答卷一份答卷 两堂课程两堂课程
本报记者 李 倩 通讯员 王 进 姜开放

本报讯（齐斐斐 陈志丹）“我
们村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晚上大家能在一起看电影，还能读
书，大家都感觉特别高兴和幸福。”
听着乡村领读员赵同光的读书讲
解，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庄村村民
李大姨满脸笑容地点赞。

今年7月以来，肃宁县依托“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开展“乡村夜
读”活动，组织各村退休老教师、农
家书屋管理员、志愿者、放映员等组
成领读员队伍，利用电影放映前的时

间，带领村民们一起分享好内容、好
故事。

据肃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庞丽侠
介绍，今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
程”要在全县254个行政村放映3048
场，预计全年观影人数在10万人次以
上。“利用这个载体，把乡村阅读与农
家书屋推广使用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
了群众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民文化素
养，成了引领全民阅读的新风尚。”庞
丽侠说。截至目前，肃宁县共开展“乡
村夜读”600余场，惠及近2万人次。

肃宁肃宁““乡村夜读乡村夜读””文化润乡村文化润乡村

本报讯 （齐斐斐 赵志忠 赵
阳）日前，献县组织抗洪救灾诗词
研讨会，通过诗词赞美献县人民和
社会各界在抗洪救灾中的顽强精神
和无私奉献。

本次研讨会由献县诗词学会主
办，肃宁诗词协会、河间诗词协
会、任丘桃源诗社、黄骅诗词学会
以及来自天津、黄骅、肃宁、河
间、任丘、献县的数十位诗词楹
联爱好者参与。研讨会上，献县
诗词学会负责人介绍了在抗洪救
灾期间，献县诗词学会、献县楹联
学会组织发动诗词爱好者，以诗词
赞美献县人在抗洪抢险中，不怕困
难、不畏艰险的坚强意志。此次共
收到来自天津市、黄骅、肃宁、河
间、任丘、献县等地 100多首诗词
作品。

各县市诗词学会负责人分别发

言，赞美献县人不计个人得失，舍
小家为大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
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并探讨如何通
过诗词表达对抗洪救灾的感悟和呼
吁。希望通过这次研讨活动，提高
人们对抗洪救灾的关注度，鼓舞灾
区人民渡过难关。

今年第 5号台风“杜苏芮”来
势汹汹，河北省全省范围普降大
雨，防汛防涝形势严峻。献县境内
有子牙河、子牙新河、滏阳河、滏
阳新河、滹沱河行洪道等五条行洪
河道，境内的滹沱河北堤、子牙新
河左堤属国家一级堤防，河北省启
动献县泛区。为确保平稳安全度
汛，献县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志愿者团队闻汛而动，以
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守护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谱写了可歌可
泣的英雄赞歌。

献县举办抗洪救灾诗词研讨会献县举办抗洪救灾诗词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小雨淅
沥，草木葳蕤。9月9日下午，沧曲
书舍的一场读书活动让人们似乎与
苏东坡同行，体会了“一蓑烟雨任
平生”的洒脱。

此次活动由运河区文旅局携手
帆书沧州运营中心联合举办，是今
年帆书开展的“书香运河，书卷里
的沧州”活动中的一场。本场活动
选取了林语堂先生书写的《苏东坡
传》，通过阅读互动，让人们深入了
解苏东坡，通过他的故事和思想，
进一步引导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积
极态度，建立起更好的人生观、价

值观，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服务社会。

帆书运营中心自今年以来，在
全国各地开展了“书卷里的中国”
系列活动。“书卷里的沧州”活动启
动后，组织了多场大型读书活动，
为参与者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
交流的平台，营造了全民阅读的良
好氛围。本次活动是帆书沧州运营
中心携手运河区文旅局50场系列活
动的首场活动，之后还将开展孔
孟、秦始皇、刘邦、汉武帝、竹林
七贤、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系列
历史诗词名人传记类读书活动。

共读苏东坡共读苏东坡 书舍书香浓书舍书香浓

《君生我未生》
作者：张严平

这是一个关于真爱的故事，这
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共鸣，可以
超越年龄、物质、距离和身份的差
异，在深入灵魂的爱情面前，所有
的苦难都是芳香，所有的赞誉都是
多余。

本书作者张严平是新华社知名
记者，新闻界的标杆式人物。用饱
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下其与大她34岁
的火箭专家杨南生相遇、相知、相
守的点滴，讲述了一个真挚、纯粹
的动人爱情故事，展露了一个满怀
赤子之心、民族精神的航天人的奉
献与牺牲。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
以看到：与杨南生的初识，让一个
初出茅庐的记者“慌了神”；与杨
南生的书信往来，令一个年轻稚嫩
的心炽热澎湃；与杨南生的结合，
让两颗跳动的心感受到了幸福的滋
味。在爱情里，杨南生理性而浪
漫，在人生的最后29年里，他将全
部的深情给了“平平”；在杨南生

离世后的岁月里，张严平深陷痛
苦，7年多通过76本日记来寄托自
己深情的怀念；直到有一天，作者
感悟到杨南生从未离去，她说，父
母给了我生命，杨南生给了我灵
魂。是杨南生的引领让她精神成
长。

本书中精选了作者与杨南生具
有代表意义的场景照片和书信手
稿，便于读者从细节中感受到，好
的爱情，藏于细节，在于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北京爱心企业北京爱心企业

来沧捐赠图书来沧捐赠图书80008000余册余册

本报讯 （齐斐斐 王昱鑫） 日
前，在吴桥县，市民纷纷走进城市书
房读书“充电”，城市书房成为当地
居民的热门打卡地。

9月11日8时30分，吴桥县城市
书房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一批读者。阳
光透过玻璃窗照进书房，古色古香的
木质书柜和桌椅勾勒出通透典雅的阅
读空间，各类书籍分门别类、井然有
序，读者们手捧图书，沉浸在知识的
海洋里。

为建设书香城市、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吴桥县自2022年启动
城市书房建设工作，在钱塘江路与华
山道交汇处沿街门市，建成占地170余
平方米、拥有图书3000多册的城市书
房，并免费对外开放。

近年来，吴桥县不断拓展全民阅读
空间，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半径，通过采
取“政府部门建平台、社会力量办文
化、图书馆专业管理、人民群众广受
益”的建设思路，着力打造富有暖意、
充满诗意的公共阅读空间，建立城市15
分钟阅读圈，使城市书房等新型阅读空
间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沁入城市文化肌
理。

“这里图书种类齐全，环境清幽
雅致，读书氛围浓厚。”书房内沙沙
的翻书声，让“00后”女孩曹媛不

由地放轻了脚步。她说，这里成了她
的“精神食粮”和“心灵驿站”，在
这里找到了对这座小城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除了为市民提供各类传统的纸
质书籍外，城市书房还配套有电子阅
读机、歌德机等智能设备，让书房不
仅有“颜值”含量，也有“智慧”含
量，成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
有益补充。“相比传统阅读空间，城
市书房距离社区近、服务时间长、书
籍内容新。”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副局长于大玮说，“城市书房在智
慧服务、文化展示、公共活动等方面
各具特色，正成为市民享受文化生活
的新选择。”

城市书房让市民在共享文化建设
成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家门口的幸
福。如今，在吴桥县，城市书房已成
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和
文化地标。

“城市书房建设是重点民生工程
项目。”谈及下一步打算，于大玮
说，将在提升居民阅读体验上下功
夫，计划今年在运河人家美食街再新
建一座城市书房，积极打造“高颜
值”“高智慧”的公共阅读空间，切
实将更多的优质阅读服务、阅读资源
引入书房，推动全民阅读实现全覆
盖，提高公共阅读资源的有效共享。

金秋九月至，归来读书

时。走进泊头市第二中学，

能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氤

氲在整个校园。

近年来，泊头市第二中

学高度重视4500多名高中学

子阅读工作，始终把阅读作

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

智增慧的重要途径，以“书

香启智，涵养成习”为宗

旨，学校“快乐阅读”活动

正蓬勃开展。

吴桥城市书房吴桥城市书房

有有““颜值颜值””更有更有““智慧智慧””

刘天奇刘天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