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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再远，读书是前途，矿再近，不能
背一辈子”，父亲的这句话，一直鞭策着
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95 后博
士生杨孟平。杨孟平年幼时，家乡的小
伙伴会把书掏出来，用书包去背矿石，一
天能挣几十元，有一些学生因此辍学。
在父母的支持下，杨孟平勤学不辍，并于
2015 年考入华东理工大学，4 年后被保
送攻读本校人工智能方向硕博连读研究
生。从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开始，杨孟
平坚持每年回乡，开展劝学扶智的社会
实践，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告诉大家“知
识改变命运”。

中国人自古崇尚读书，车胤囊萤夜
读、孙康映雪读书，留下佳话。在耕读传
家的优良传统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血脉得以赓续。中国共产党人也是

“依靠学习走到今天”。李大钊同志博通

典籍、深思好学，曾生动比喻：“知识是引
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毛泽
东同志早在学生时期，就“从早至晚，读
书不休”。从这些历史上的读书佳话中
可以清晰看到：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
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青年人正
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
首要任务，通过学习夯实基础、挺立脊
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
养，才能积蓄青春远航的动力、储备人生
搏击的能量。

对于青年人来说，不论是成就自己
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
都需要读书来强信心、增底气。深圳快
递小哥袁石剑，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实现
了大学梦，走上了公司管理岗位；挖过
矿、当过汽修工的北大保安张俊成，通过

自学考入北大法律系，毕业返乡办起职
业学校，让更多贫困学生可以安心读
书。读书，不仅带给他们职业发展的跃
迁，还有更广阔的人生格局。当今时代，
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只有像
海绵汲水一样不断汲取知识，扩大知识
的半径，才能不断充实自我、提升本领、
增长才干，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
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展
步伐。

这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各种新知识
爆炸增长、快速迭代，读书怎会无用？学
习才有出路。各种听书APP、图书市集
等持续“圈粉”，社交网络上一系列学习
型小组热闹非凡，见证着青年人读书学
习的高涨热情。对于青年人来说，读书
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润德端行

的重要途径。因此，读书之时，切不可把
书读“窄”了，要通过阅读陶冶道德情操，
培养创新精神，“善养吾浩然之气”。发
扬“挤”和“钻”的精神，让读书成为一种
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青年人一定能
在博览群书、日积月累中成就更好的自
己，拥有更广阔、更丰富、更有价值的人
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向书本学习，
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人
的青春时光只有一次，应该好好珍惜。
从“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立志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年轻一代
珍惜韶华，潜心读书，敏于求知，通过读
书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才能
不负青春、不负期待，更好以真才实学服
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人民日报 黄 超

初秋时节，运河两岸迎来最美风
景。8月13日，“以河为媒——沿着大运
河看中国”网上主题宣传暨“媒体眼·看
运河”扬州行在江苏省扬州市正式启
动。来自中央、省属、地方的 20 多家媒
体齐聚运河原点城市，携手开启这场大
运河的文化寻根与发现新生之旅。采访
团在随后 4 天中前往扬州、淮安、常州、
苏州四座运河城市，寻访超级工程，触摸
千年文脉，探寻运河生生不息的动力源
源泉。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奔流不息的血
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大运河文
化带是积蓄千年文化势能的“超级IP”。
穿越 2500 年时光，纵贯 6400 里大地，中
国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通航里程
最长、使用时间最久、文化价值最丰富的
运河，可以说自带光环。2017年6月，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提供了根本遵循。江苏一马当先，在全
国范围内首个提出全面建设大运河文化
带，并提出将此建设成为“强富美高”新
江苏的标志性工程，并把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作为弘扬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
载体，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向文
化带建设转变，让历经沧桑的千年运河
更具风采。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因传承发展而
精彩。7月5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指出，江苏要加强优秀传统
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参与
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江苏段位于大运河中部，包括京
杭大运河江苏段和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汴河）江苏段，拥有大运河全线最长的

通航里程、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广
阔的覆盖地域。江苏主动担当文化传承
发展新使命，高标准建设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
等标志性工程；连续14年举办世界运河
城市论坛；制定出台《江苏省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组建全国首家
省级重点高端智库——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研究院，编纂出版全国首部运河通志；
创办全国首个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江苏
力量。

大运河日夜不息，中华文化奔涌向
前。一直以来，江苏对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的关注和重视都非同一般，讲好运河
故事，把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打造成中
国大运河最繁华、最精彩、最美丽的“江
苏名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扬
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建成开放，成

为省内外游客为之向往的“网红打卡
地”；常州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三河四
城”的风貌，大运河沿线分布有水工遗
产、聚落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160多
项；苏州“运河十景”；淮安聚焦大运河
文化带标志性城市建设，在全省率先成
立“大运河办”实体机构，系统梳理发掘
漕运、河工、西游记、戏曲等特色文化资
源，精心谋划构筑大运河“百里画廊”等，
倾力打造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淮
安样板”。

千年运河，今朝更美。大运河记录
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
辉煌。新时代新征程，江苏在谱写“千年
运河”现代化新篇章中，将更切实做好

“文化”文章、“活态”文章、“统筹”文章、
“精细”文章，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
化符号，为展示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
明、彰显文化自信贡献江苏力量。

□季宝干

“以河为媒”“苏”写运河文化壮美篇章

珍惜韶华 潜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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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袁开建 通讯员
王晓荣）一个个“水上绿岛”在碧波中荡
漾，一道道河边栈道在曲折中延伸，“美
丽菜园”与楼台亭角交相掩映，百姓广
场与文化长廊相得益彰……这是8月14
日下午，参加戴南镇党员轮训班的 168
名学员们，在该镇顾冯村看到的乡村美
景。

村党总支书记卢树祥介绍，从前，
这里河岸边的垃圾、河里的漂浮物污染
了水环境，老百姓反映强烈。村党总
支、村委会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下决

心整治环境，打造“百姓大公园”。
8月 14日上午，以“我是党员、奋斗

有我”为主题的戴南镇2023年度党员轮
训班开班，168名村（社区）、单位党员参
加培训。班委会既组织理论学习培训，
也安排现场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出成
果、求实效。

市委常委、戴南镇党委书记姚群印
寄语轮训班学员，要在实践中经风雨、
见世面，把火红的青春奉献给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的壮丽事业，在“再造一个新
戴南”的生动实践中建功立业。

镇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以《亮出乡村
振兴精气神》为题，向学员们介绍了戴
南镇乡村振兴工作基本情况，解读乡村
振兴战略的内涵要点，分享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践思考。下午轮训班开展
现场教学。

一条条古色古香的巷道，一盏盏造
型各异的路灯，一处处鲜花盛开的微型
景点……在裴马村这个具有700多年历
史的古老村落里，学员们看到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效
果。村党总支书记刘勇华说，乡村振兴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会得到老
百姓的支持，创建工作才有生机和活
力。镇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轮训班学
员潘琳琳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
的优良作风，在这里我们加深了对乡村
振兴战略的理解，看到了美丽乡村的实
景。

在全国文明村——赵万村，学员们
看到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2022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 46000元，村集体收入
1200万元，村集体积累 1.2亿元。全村
有 200家民营工厂。走在村子里，道路
宽敞，商铺林立。走过水清岸绿的风景
区，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设施齐全
的规范化村卫生室、整齐有序的停车
场，处处洋溢着文明新风。村党委书记
戴伯明说，产业兴旺是美丽乡村的重要
方面，也是文明创建的根本所在，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不懈地追求。

本报讯（通讯员 陈振红 蔡宁
兴）射虎商灯竞猜忙,近日，第三届全
国校园灯谜大会暨第三届江苏省灯
谜文化节在常熟市举行，我市“昭阳
文虎沙龙”代表泰州赴虞参赛，从众
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
一举夺得成人组团体一等奖。

隐语乾坤大，廋辞趣意浓。作为
我国四大国粹之一的灯谜（谜语），上
可追溯自春秋时期的“隐语”“廋辞”，
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兴
化灯谜艺术源远流长，既传承又发展
了扬派灯谜风格，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以来常态化开展群众性展猜活动，在
全国各类比赛中屡获猜制奖项，民间
灯谜人才辈出，在江苏地区享有一定
的知名度。

此次灯谜大赛以“历史·文化名
城常熟”为主题，由中华灯谜学术委
员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
常熟市委宣传部主办，江苏省灯谜学
术委员会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各省
市的 32支学生及成人代表队以及新
老谜友 200 余人齐聚虞城，同场竞
技。比赛涵盖个人笔猜赛，初中、高
中、成人分设个人电控赛和团体电控
赛。“昭阳文虎沙龙”参加了灯谜文化
节的个人及团体比赛、联谊会猜、广
场展猜等活动，在比赛中他们沉着应
战，发充分展示了水乡兴化的灯谜艺
术水平。

参加此次灯谜文化节活动，将进
一步激发我市灯谜艺人秉持匠心、深
耕不辍，推动灯谜艺术的薪火相传、
守正创新，积极用智慧和汗水为我市
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助力赋能。

戴南：党员轮训班 教学到现场

竞猜获佳绩
虞城展风采

景美四牌楼
杨峻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