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悦美
YUEDU YUEMEI

责任编辑 齐斐斐 责任校对 郭胜胜
电话 3155702 电邮 316246709@qq.com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农历甲辰年十一月廿四P6

河间市四河间市四河间市四公村小学教师高建树公村小学教师高建树公村小学教师高建树

带领孩子们走在阅读之路上带领孩子们走在阅读之路上带领孩子们走在阅读之路上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焦裕禄焦裕禄焦裕禄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书书”””
闫凤林

最近读了两本关于焦裕禄的书，
感动至深。

一本是儿童文学《焦裕禄：把我
埋在沙丘上》。作者吕丽娜曾多次荣获
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等。这本图书曾在 2020年入选教育部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被列入 2019
年度中国出版协会30本好书。

“他不是千里眼，但他的眼睛却能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远景。别人眼里是
寸草不生的荒地，他却看到将来的沃
土良田、麦苗青青。”简简单单的几句
话就能将读者的目光吸引过去，激发
起人们阅读的欲望。

这是一本并不厚重的书，通过 27
个生动简短的小故事，让读者们认识
这位平凡又伟大的县委书记。它用充
满浓郁童趣的文字来解读焦裕禄的精
神密码，传递给读者昂扬向上的生命
力量。

另一本是《百部红色经典：焦裕
禄》。这本书被评为新中国 70年 70部
长篇小说之一，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

“五个一工程”奖，“全景再现”人民
公仆焦裕禄真实人生历程，深刻诠释
伟大的焦裕禄精神内涵。

作者何香久是沧州人，长年从事
文学创作和研究，出版有多部诗集、
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
传记文学及学术专著等。他说：“我

试图把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一部‘男人
书’。传奇的焦裕禄，坚忍的焦裕
禄，英雄的焦裕禄，真实的焦裕禄，
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底色。”

实话说，这两本书我是流着泪看
完的。60 年过去了，焦裕禄这个名
字依然鲜活，那些故事依然震撼心
灵。越读，越能感受到焦裕禄精神的
伟大。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
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
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
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
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
历年最低水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跑遍了全县 140多个大队中的 120
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
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
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
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
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
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
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
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
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老乡

“你是谁”的疑问，一句“我是您的
儿子”，让老乡热泪盈眶；他带领兰

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广植泡桐，
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播洒下了“千顷
澄碧”的希望。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
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患有肝病，
剧痛难忍时，他就用钢笔、茶缸盖、
鸡毛掸子顶着肝部，日子久了，把坐
的藤椅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
过的棉被上有 42个补丁，褥子上有 36
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

“看白戏”时，立即拿钱让孩子到戏院
补票。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 4张照
片，其中3张还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
常说：“镜头还要多对准群众，多给他
们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得
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禄
依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
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
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
泡桐栽了多少……

1964年 5月 14日，焦裕禄被肝癌
夺去了生命，年仅 42岁。他临终前对
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
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
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30多年前在词
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当中对焦裕
禄同志的生动评价。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兰考一位 80多岁的老伯有一个保

持了 50多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
都要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
外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 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26
米多高的参天大树。附近的泡桐树更
新了三四代，它仍傲然挺立。这棵
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
桐”。每个在“焦桐”下休憩的人，都
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人民也把他放在了心中最崇敬的位置。

越读“焦裕禄”，越发觉得焦裕禄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
新。60年来，焦裕禄精神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不息，在新时代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迸发出更强
的活力。这精神，就像一团不熄的火
焰，穿越时空，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照亮无数人前行的路。

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箓
临别留赠临别留赠

李白（唐）

赏析：
公元 744年、大唐天宝三

载冬天，李白在济南紫极宫
（华阳宫）受箓入道，冒着严寒
北去安陵拜访道界高人盖寰盖
夫子。

安陵古城历史上曾先后隶
属于景州、平原郡、德州、沧
州，现属吴桥县安陵镇。古城
虽荡然无存，但在安陵和窑场
店村一带，仍能挖到古城墙遗
址。安陵是大运河畔的重要漕
运码头，现建有“安陵古郡”
驿站。

李白见到了盖寰后，请求
他造真箓与他。

盖寰为李白造真箓。李白
与其告别时，写诗《道安陵遇
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诗
共三十二句，可分两段。前十
六句，描述盖寰的造诣及在山
东的影响；后十六句，写盖寰
为自己草真箓的作用和批判世
人追求名利的虚无下场。这首
诗虽然亦是“李式”的清词丽
句，畅达通晓，但没有了“天
生我材必有用”的恃才傲物，
表现出虔诚笃实的平静心态。
此时此刻，他完全摒弃和否定
了常人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和

行为。
李白在诗中，将盖寰比喻

成溪中白玉，少年聪慧受仙人
青睐点拨的天才，赞他口若悬
河、能言善论、语惊四座、威
名广播，以及他的诗词书画在
齐鲁大地上的广泛影响。然后
写了自己与盖寰的交往、受到
的重视、得到的礼遇，并着力
描绘了真箓的详细内容和作
用，表达出自己浓浓的感激之
情，认为盖寰给自己书写的真
箓是下了功夫的。同时对自己
授得真箓后的人生展开了期冀
与想象，最后抒发出自己对权
贵生活的放弃和对超凡脱俗境
界的追求。

离开安陵，离开平原郡，
踏雪南回，已是年底。李白的
这些“仙缘”往事，不仅彰显
了李白与道学的渊源，还为我
们展现出当时安陵一带繁盛的
宗教文化氛围，为研究南运河
文化、吴桥杂技文化提供了珍
贵的历史素材。

若从精神信仰层面，对于
安陵来说，李白不是过客，而
是归人。

赏析：张彦广
整理：齐斐斐

沧州人沧州人··沧州诗沧州诗

清水见白石，仙人识青童。

安陵盖夫子，十岁与天通。

悬河与微言，谈论安可穷。

能令二千石，抚背惊神聪。

挥毫赠新诗，高价掩山东。

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风。

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

丹田了玉阙，白日思云空。

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

七亢洞豁落，八角辉星虹。

三灾荡璇玑，蛟龙翼微躬。

举手谢天地，虚无齐始终。

黄金满高堂，答荷难克充。

下笑世上士，沉魂北罗鄷。

昔日万乘坟，今成一科蓬。

赠言若可重，实此轻华嵩。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感
受阅读的魅力，市图书馆日前举办的
2024 狮城读书月“运河悠悠 书声朗
朗”有声阅读大赛，历时 3 个多月，
历经初赛、复赛，最终从沧州 16个县
（市、区），200多名选手中选拔出少儿

组 10 位小选手与成人组的 10 位佼佼
者，成功晋级至决赛。12 月 15 日下
午，“运河悠悠 书声朗朗”有声阅读
大赛决赛在市图书馆负一层多功能厅
举办。

本次活动依次进行少儿组、成人
组比赛，评审组依据选手们对朗读内

容的理解、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情感
传递的感染力以及整体的艺术表现力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每组决出了一
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名。

少儿组朗诵比赛精彩纷呈，十位
小选手均表现出色，令人印象深刻。
从《桥》的沉稳深情，到《从大运河

出发》的悠扬动听，每一篇作品都被
小朋友们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人组的
朗诵节奏鲜明，情感丰富。从《运河
之春》 的自然之美到 《大运河之歌》
的历史厚重，再到《读中国》的文化
深邃，每一首作品的朗诵都引人入
胜。

“运河悠悠 书声朗朗”有声阅读大赛活动落幕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十月少年文
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金台少年
阅读行”活动走进海兴，并在海兴
县第三中学举办了启动仪式。

“金台少年阅读行”是一个旨
在推广青少年阅读的活动，该活
动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阅读兴趣
和习惯为主要目标，通过图书展
销、名家讲座、书法比赛和少儿
诵读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各学校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
良好氛围，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编
审、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
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顾之川，将
写有“金台少年阅读行 海兴站启
动”字样的旗帜，交到海兴县委
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许永
兴手中。这标志着“金台少年阅
读行”海兴站正式启航。人民日
报出版社负责人向海兴县教育局

赠送了《人民日报伴你阅读》《人
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 系列图
书，并联合海兴县新华书店向县
教育局赠送了价值 10 万元的图
书。

顾之川教授以《让学生享受
阅读快乐》 为主题展开精彩讲
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阅读的魅
力与价值，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
知识盛宴。原人教版小学语文教
材参编者李云龙则聚焦《阅读新
生态下的教育作为》，分享了在新
时代阅读环境下教育者的责任与
使命，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分
析让在场教师受益匪浅。人民日
报出版社第七编辑中心主任陈红
作为知名图书策划人及童书阅读
推广人，结合自身丰富的策划经
历，在《心悦诗兮笔生花——当
作文遇见古诗词》的讲座中，为
大家揭示了古诗词在创作中的独
特作用与运用技巧。

“金台少年阅读行”

走进海兴

56岁的高建树，是河间市留古
寺镇四公村小学一名普通的乡村教
师。1989年工作至今，他担任过语
文、体育等多门学科老师。从教 35
年来，他不仅自己每天与书为伴，
还带领着自己的家人、学校的孩子
们走上了阅读之路。他的家庭 3次被
评为河间市“书香家庭”，他所在的
学区的阅读工作也成为河间市教育
工作的亮点。

书是生命中的灯塔

12月 9日，0时 19分，高建树写
下了夜读《陈忠实散文集》随记。10
日，清晨 6时，一段发布在他的微信
朋友圈的汪曾祺的文字，让人心旷神
怡。这就是高建树多年来与书为伴的
生活点滴。书，在他的生命里，仿佛
一座灯塔，让他的心不会迷路。

高建树的家庭是一个地道的书香
家庭，父亲是上世纪 50年代的高才
生。对于书，他从小就不陌生。父亲
的几本 《许国璋英语》、16 开本的
《大学英语》，还有哥哥姐姐随处散落
在炕上、桌子上、煤油灯下的书，都
成了他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

自从识字起，书就没有离开过他
的生活。《高玉宝》是他读的第一本
书，之后就是《铁道游击队》《辛弃
疾》《新儿女英雄传》《螳螂拳》《中
国神话故事》……

在那个课外书很少的时代，他却
始终能想方设法地借到书。上初中
时，他骑自行车去 4公里之外的其他
村图书室借 《射雕英雄传》，借来
后，能废寝忘食，一气儿看到头疼。
借来《文笔精华》，他翻看时仔细又
仔细，恐怕折一点角。初三时，他挤
出时间在村大队部的阅览室里不断借
书，一本又一本，连续不断地读。

考上师范后，书更像一双手，牵
着他走向更广阔的天空。读书，让他
的内心慢慢多了沉淀。1989年 ，师
范毕业后，他一直喜欢用文字倾诉自
己、记录生活。多年来，他发表了
100多篇 （首） 散文、小说、诗歌，
获评过河间市“十佳作家”，入选沧
州作家人才库，曾在《沧州日报》副
刊发表“消失的事物”系列散文。

就这样，阅读和写作成了他生活
的一部分，尤其这几年，书让他的生
活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买书、读
书、写作。

让乡村孩子爱上阅读

从教 35 年，他不仅自己读书，
还把读书从爱好上升到一种责任，
他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分
享读书心得，向孩子们推荐最适合
学生的读物。介绍给学生的每一本
书，他都阅读过，做好分析之后再
推荐给学生。

今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留古
寺学区南大齐小学举办读书交流分享
活动，特别邀请高建树为全体师生分
享了读书心得。

活动现场，高建树从为什么读
书、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三方面
为师生讲解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感
悟。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谈读书的意
义，谈读书与家庭、读书与命运的关
系。之后，留古寺中学开展了“一人
领读一本书”活动，以班级为单位，
学生们根据班级特色畅谈读书乐趣，
分享读书心得，评选“读书之星”；
冢耳小学开展了“书香传情 放飞爱
心”手拉手图书捐赠活动，四公小
学、大宝车小学、石马小学、艾庄小
学分别组织开展了“经典诵读比赛”

“讲故事比赛”“争做快乐的读书人”
等活动。通过开展读书活动，留古寺
学区各学校的书香味越来越浓，乡村
孩子们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收获畅游在
读书学习中。

今年 6月 5日，留古寺学区在留
古寺小学召开了中小学阅读与写作交
流研讨会，高建树的经验分享，又一
次让老师们受益良多。

在阅读方面，他讲，阅读最亲近
教育的本质，是语文教育的灵魂，是
语文教育之本。在阅读教学中，老师
应尊重孩子个性，培养他们的阅读兴
趣，从而提高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在
指导学生写作方面，他建议：忌背作
文；忌长期仿写作文；加大写作文的
次数；作文教学应该是从字、词、句
到片段、段落、篇章循序渐进；作文
指导和课文讲解融为一体，不能剥

离；老师还应做好学生们的作文点
评。

在读书内容上，高建树更是有自
己的见解。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有家
国情怀，读正能量的书。读书应养浩
然正气、养不屈精神、养爱国之心、
养未来之志。阅读可分为细读、略
读、跳读，根据不同内容，采用不同
形式，不可过于拘泥。

他认为，最好的文章是课文，不
过，只凭片段文章毕竟单薄，读整本
著作才能展示整个故事的全貌，激发
孩子们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所以，
延伸阅读是必须的。例如，阅读王树
增的战争系列丛书《长征》，精读全
册才能深刻体会长征精神和信仰的力
量；学习课文《火烧云》，老师就要
引导学生们读《呼兰河传》。

书香家庭

高建树说，回头看自己的来时
路，最多的还是得益于家庭。

高建树的大姐二姐都是老师，大
哥在政府部门工作，二哥是工程师。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是很值得自
豪的。他说，这一切的得来，很大程
度上在于父亲。他的父亲年轻时毕业
于唐山开滦煤炭学校，毕业后在太原
工作3年后，回到家乡河间。

高建树说，父亲在那个年代可
以说是个传奇。父亲大学学习的是

工民建专业，英语的口语非常好，
阅读量也很大。父亲会武术，还天
生一副好嗓子，拥有超常的记忆
力，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的文化程
度决定了他的眼光。高建树记得，
那时候父亲每天坚持英语朗读和学
习，家里外墙上都写满英语单词。
很多复杂的数学公式，父亲张嘴就
来。父亲爱读书，能写文，下笔朴
实迅速，文路清晰。

父亲的文化，决定了他对教育的
认知。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父亲跟他
们姐弟几个强调最多的是精神生活，
而不是物质追求。直到现在，家人在
一起谈的最多的还是如何好好工作，
如何提高自身素养，为国家、为社会
多作贡献。逢年过节，几家人团聚
时，大家就会围桌而坐，看书聊书。

他的家庭里没有争吵、没有浮
躁，只有安静的读书氛围、和谐的家
庭环境。爱看书，成为他家每个人的
习惯。高建树说，他的儿子虽然是理
工科毕业生，但对读书也是特别喜
欢。因为爱读书，陶冶了情操，提高
了修养，儿子参加工作后，在单位负
责了宣传工作，用文字弘扬生活中的
美、工作中的先进人物，成了单位的
宣传骨干。

读书能改变一个人，读书能让家
庭温馨，读书也能让自己有一颗

“爱”的心，爱工作，爱生活，也爱
这个世界。

12月22日，“华服争艳”全国巡回赛暨沧州首届旗袍服饰文化大赛
在阿尔卡迪亚酒店举办。本次大赛由沧州心智青文娱中心、“华服争
艳”大赛组委会联合主办。来自市区及各县（市）的300余名旗袍爱好
者参加了比赛。 齐斐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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