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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将至袁 为丰富孩子们的
假期文化生活袁 给孩子们提供展现自
我的舞台袁激发阅读兴趣袁营造亲子阅
读氛围袁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袁2月
3日袁由县文广旅局主办尧县图书馆承
办的 野阅在射图袁悦享童年冶绘本剧
展演活动在新城区馆举行遥 孩子们身
穿漂亮的演出服袁 头戴各种各样的头
饰袁 用童话剧演绎着他们充满幻想而
美好的世界袁 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掌
声不断遥 涂璇 摄

“小空，我家住在地下 100 层，我们要举办一个晚会，
你想不想参加……”日前，在特庸镇九里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妙趣童声，‘阅’享成长”———绘本阅读活动正在
进行。伴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讲述的声音也从急至
缓，听故事的小朋友们忍不住屏住呼吸，似乎已经走进绘
本故事《地下 100 层的房子》，正与主人公小空进行一场有
趣的探险。

走进安徒生童话乐园的太阳花书房，捧读一本安徒生
的童话集，感受他笔下美妙且浪漫的故事；在日月岛的帐篷
书屋，翻阅一本旅游周刊，对照书中的图文去打卡；在县图
书馆，聆听一场阅读分享会，在书中与有趣的灵魂相遇……
全民阅读暖冬日，最是书香能致远。这个冬日，在射阳这座
小城，阅读场景随处可见，读书氛围十分浓厚。

近年来，我县认真落实省、市关于全民阅读工作的决
策部署，按照育人、惠民、润城的总体思路，大力推进“书香
射阳”建设，构建起“县统筹、镇主体、村落实”的三级网格

工作体系，打造“品读射阳”“朗读者在射阳”等一批阅读品
牌，开展“射阳河畔诵读声”“书香溢夏”阅读推广人擂台赛
等一系列读书活动，县图书馆新城区馆、海韵书吧等一批
阅读空间建成并对外开放，黄沙港海洋童书馆获评江苏省
唯一海洋主题图书馆，设置读书小站 130 余个，开设公共
阅报栏 253 处，147 个农家书屋实施“下一楼”工程，4400
只农村大喇叭定时播报，让全民阅读的“神经末梢”遍布城
乡。

为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培养文化自信、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助力书香射阳建设，自去年 12 月以
来，我县就积极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暖冬行动”，以县全民
阅读办牵头，实施包括“‘冬日暖阳阅时光’志愿服务活动”

“‘阅读引领 涵育风尚’读书分享会”“‘围炉煮茶品书香’
返乡大学生阅读实践活动”等在内的 12 项主题阅读活动，
生动展示群众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一缕茶烟，满室生香。兴桥镇新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邀请返乡人员围炉而坐，开展“阅读引领 涵育风尚”全
民阅读暖冬活动，大家在茶香中品味书香，学习茶艺、茶器
等茶文化知识，收获满满。新坍镇贺仁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金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返乡大学生和老年
人开展“朝晖遇见夕阳，书香铸造暖冬”主题全民阅读活
动，在聆听红色故事的过程中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海通镇
支鱼社区开展“好书送农户 阅读润心田”赠书活动，安排

“阅读推广”小分队走村入户，通过拉家常、探讨热点的方
式，带领群众走进阅读世界，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射阳经
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会同合东社区家家乐幼儿园，开展

“温暖秋冬 带一本好书回家过年”亲子阅读主题活动，让
书香文化伴孩子成长，润泽孩子们的心灵……

各类基础设施有效延伸，各种阅读活动精彩纷呈，全
民阅读“暖冬行动”如阵阵春风拂遍鹤乡大地。此次活动从
2023 年 12 月开始，2024 年 2 月底结束。截至目前，已开展
活动 30 场次，近 5000 名群众参与。

满城书香迎新春
———县全民阅读“暖冬行动”侧记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邓亮
本报讯渊通讯员 萱萱冤1 月 26 日，市“紫薇花

开”巾帼志愿阅读基地揭牌仪式举行，我县太阳花书
房、海洋童书馆入选首批盐城市“紫薇花开”巾帼志
愿阅读基地。

“太阳花”这个名字源自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
相传安徒生痴迷剪纸艺术，经常一边剪纸一边给孩
子讲故事。而他最著名的剪纸作品正是 《太阳花》。
2020 年对外开放的太阳花书房是我县为民办实事
项目，位于安徒生童话乐园，由射阳城建集团投资兴
建，占地 1640 平方米，配有各类图书 5 万余册，共有
三层，采用“书房 + 书店 + 文创”的模式，是一个集
自助阅读、主题阅读、商务阅读、分享阅读为一体的
公益性公共文化场所。3 年来，太阳花书房连续主办
承办各类亲子互动活动 120 余场，总参与人数达 20
万人次。通过“活动联动 + 区域覆盖”“线上 + 线下”

“专业 + 需求”“请进来 + 走出去”等模式，不断推出
童话阅读、研学教育、第二课堂、经典诵读、读书交流
沙龙等多形式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新时代亲
子阅读氛围。该书房 2020 年 8 月入选“射阳县亲子
阅读体验基地”，2023 年 4 月入选“盐城市亲子阅读
基地”。

海洋童书馆位于黄沙港渔港·泊心广场核心区，
联动儿童剧场，总占地面积 1600 多平方米。馆内分
为 4 个区域，主要陈列的与海洋动植物相关特色馆
藏绘本，以及中国文学绘本、世界文学绘本和其他综
合性绘本，目前馆藏绘本近两万册。童书馆使用智能
化的图书馆系统对图书进行管理，实现绘本的电子
查找、数字定位以及电子阅读，同时设置自动办证
机、自动借还书机，以及图书消毒设备，极大地提升
读者前来找书、看书、借书、消毒、还书的互动体验。
为增强阅读趣味性，海洋童书馆营造了小朋友喜欢
的阅读、活动空间，设置多媒体数字游戏以及攀爬道
具、海洋球和滑滑梯等具有海洋元素的环境和装饰
品供小朋友游玩，实现在游玩中阅读、在阅读中学
习，相继获评“江苏省首家海洋主题性儿童图书馆”

“盐城市儿童友好公共空间”。

我县两阅读基地
斩获市级荣誉

认识陆庆龙，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表现
美的画笔和体现美的心灵。

熟悉陆庆龙，则是他的画作将我带进了一个时代、一方世界乃至
一种境界。

透视陆庆龙，从不同的视角赏读陆庆龙的作品，让我感受到水的
品性、火的品格和光的品德。

渊一冤
读陆庆龙的画作，总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意象萦绕心头，那便是

水。
有水的地方就有绿色，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机，陆庆龙用他笔下的

艺术之水，让渐渐远去的故乡永远充满着有机的色彩。
随便翻检一下陆庆龙的作品，你就会看到，他笔下的人物意象和

事物景象，有的如结了冰的固态之水，把他的乡情渲染得玲珑剔透；
有的似流动着的液体之水，把他的乡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有的像蒸腾
着的气体之水，把他的乡恋挥发得美轮美奂。

我不止一次地品赏他关于故乡印记的画作，那《故园》《溪边》《生
生不息》，那《田头》《村口》《丰收季节》，那《河滩》《冬雪》《乡村小景》，
那《温暖故乡路》《村头篱笆墙》……在每一系列或每一幅的作品里，
我似乎看到画家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双为寻找美始终睁得大大的明
亮眼睛，一颗为表现美始终激烈跳动的赤子之心，一支为描绘美始终
蘸满油彩的丹青妙笔。画作中流淌着水的形态、诗的意象，给人以不
同速度、角度、力度、参差美的想象。读着这样的作品，凡是有过乡村
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在心底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啊！那是因为有记忆
重合而带来的心灵契合：一米阳光可以照亮你的心田，一声鸟鸣可以
唤醒你的柔情，一个草垛可以引起你的遐想，一方碧波可以沉醉你的
梦幻，一朵雪花可以浸润你的皱纹，一圈蛋鸡又可牵扯你的一串故
事。

“生命乃朝气蓬勃的水。”水，是生命的原态；水，是艺术的天籁；
水，也应该是艺术的大归宿和高境界。陆庆龙不仅参透了这一哲学层
面的道理，并将其转化为艺术实践层面的丰富收获，这实在是难能可
贵的升华。

渊二冤
艺术家是自燃体，艺术品呢，则是艺术家创作激情燃烧的结晶。
我曾在陆庆龙出生的故乡工作过 6 年，那是苏北平原的一个普

通小乡村，既有着远古神话传说的浪漫，又有着沧海桑田息壤的神
奇。这里，有他儿时上学的情景、生活的场景、自然的风景，这里，有他
昔日的同窗、工作的同志、成长的同伴，这里，更有他的家园情怀和家
国梦想。这种刻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的因子，成了他的艺术营
养、创作源泉和不断前行的动能。

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陆庆龙一直投入持续关注的目光，对这一
主题作品的创作，也是他心中列为重大体裁的一部连续剧。

稍加梳理，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从 2002 年入选第六届水彩、粉
画展的 《守望》，2003 年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的 《躁动的土地》，
2004 年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的《都市随想》，2006 年参加李剑晨奖
水彩画双年展的《惊蛰》《变奏》，2007 年入选第八届全国水彩、粉画
展的《村路漫漫》，直到 2009 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水粉画《兄
弟》、油画《工闲时分》，以及《的哥》《梦想栖息地》等为代表的作品，无
一不围绕农民工这一对象，用他那一双平视的目光，去描绘他的这些
既是农民身份、又是城市建设者兄弟的心理感受、生活纹理和心路历
程。

我曾经盯着他题为《徙》的一幅布面油画看了许久许久，那一群
打工者睡在自己的行李袋上，有的在甜蜜的酣睡，有的在睡梦中微
笑，有的在专注的凝思，还有的正在打着手机，和家人拉呱……说实
在的，当时看得我热泪盈眶。我在心里想，作为艺术家的陆庆龙，把农
民工真的视作家乡的手足兄弟，而不是当作即兴挥毫的临时称呼，正
因为如此，这些兄弟的人物形象在他的画笔下才栩栩如生。不仅逼真
地表现其朴素实在的外表，而且生动地展现其丰富的内心世界，集中
地凸显其昂扬的精神风貌。这，应该是他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在为社会
主人塑像、为火热时代立传。

初心如磐，激情似火。陆庆龙透过自己的作品，传递的是这个时
代对底层群体的高度关怀，传播的是艺术家对表现对象的真切关爱。

渊三冤
我曾说，陆庆龙的画作是自带力量（不仅仅是流量），而自带力量

的原因正在于自带光芒。
绘画是视觉的艺术，笔下的一挥而就要经过眼下的百般观察，而

观察则有生理、心理和哲理的三个层面。艺术家只有透过现象看清本
质，才会进入到哲理层面的表达。所以，行家每说画画不仅要跟着感
觉走，而且要带着感觉走；先要得心应手，才能得手应心。纵观陆庆龙
的画作，有人由他开始的乡村作品声名鹊起而把他定位为乡村画派，
我却一直不以为然。因为尽管他的根永远深扎在乡村这方水土，但他
的作品却早已枝繁叶茂，伸展到社会的多元空间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他画笔下的《黄土》《高原印象》《乱云飞渡》《边陲风情》《长云暗雪山》
等系列作品，无一不是在原生态下描绘自然界的大美，于日常生活中
展示不寻常的意思，从平凡人物身上体现不平凡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陆庆龙画作中的风景，大多是自然原始的画面；
他画笔下表现的人物，又大多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画风景，他往往充
满着讴歌祖国大美河山的深厚情感；画平民，也常常包含着时代变化
给普通人物命运打上的深刻烙印。实际上，这是在用画笔和良心，重
塑身边普通人的生活，再现新时代艺术的风采。正如他自己说的那
样，画画只画第一自然不行，只有画第二自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修养、学问都融进去，才有内涵。也正如李苦禅先生所说：“以生命作
画，画才有生命。”

品读陆庆龙的画作，总觉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生命的气场、生活的气
氛、生长的气势和生动的气韵在。对此我曾产生这样的联想，他是从苏
北平原走出去的艺术家，他身上拥有的正是这方大地独有的气概：大河
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平原一览无余的开阔视野，黄海一尘不拒的宽广
胸怀，仙鹤一飞冲天的凌云壮志，旭日一跃而起的艺术形象。

水，是艺术之水；火，是激情之火；光，是思想之光。陆庆龙的艺术
创作之路，正是由于水的滋养、火的淬炼、光的照耀，才永葆青春之色
常在和生命之树长青。

水·火·光
———透视陆庆龙的绘画世界

张锋

《红岩》是我这样无数 5O 后都读过并且烂熟于
心的一本书。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通过自己的亲身经
历，写出了 1948 年全国解放前夕，位于山城重庆“中
美合作所”的“集中营”内，“渣滓洞”“白公馆”两监
狱中，许云峰、江姐(江竹筠)等一批无比坚强的共产
党员和杨虎城、黄显声等爱国将领同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坚强斗争被残忍杀害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读者不忘初心、踔厉前行。

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对以红岩为象征的重庆
红色文化十分神往。2O24 年 1 月 25 日，正是一年中
最寒冷的四九时节，一个偶然的缘由，我带着女儿一
家冒着严寒，来到了 1700 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是一座山水之城、闻名世界的雾都、抗战时
国民政府的陪都，人文底蕴深厚，但我觉得最值得去
的首先应该是和《红岩》有关的渣滓洞、白公馆。

渣滓洞、白公馆位于沙坪坝区。翌日，一吃过早
饭，我们便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包括渣滓洞、白公馆
在内的歌乐山烈士陵园景区。浓雾中，车子驶过壮志
路，来到了红岩魂文化广场。广场上，许多人在瞻仰
一尊雕像。近前一看，正是中国革命史上牺牲的年龄
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被敌人杀害时
只有八岁。我买来鲜花，一家三代恭恭敬敬献上，并
深深地三鞠躬。

1949 年 11 月 27 日，新中国已经成立 57 天，刘
邓大军解放重庆前三天，成了山城重庆黎明前最黑
暗的一天，反动派四面楚歌，丧心病狂，在这里制造
了最黑暗的一幕，残忍地杀害了两监狱中的多名共

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泪眼模糊中，我听到了许多参观瞻仰者的哽咽

声。江姐他们在狱中用红绸被面绣的五星红旗、陈然
在狱中用钢板刻写油印的《挺进报》、囚犯们在狱中
传递的纸条、借阅图书的毛笔登记表……这些革命
文物原件过去只能在小说《红岩》中读到，在影视中
见到，现在亲目所睹，无不给参观者心灵带来极大震
撼，这是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血色记忆！

山路崎岖陡峭，步履沉重。每间囚室，都有说不
尽的烈士抗争；每登一石阶，都感觉当年有鹰犬特务
的监视。

陵园里，还有许多小说中未及反映的真人真事，
同样惊天地泣鬼神。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不仅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是无数像杨虎城(被杀害
在陵园内的戴公祠)、黄显声等爱国志士的夙愿。出
身富家的刘国志，入狱后家庭花重金多方营救，特务
头子徐远举说，只要他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字，即可获
得自由。刘国志说:“有党在，刘国志等于没死！”他
还在狱中写下一首诗:“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
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毅然走上刑场。

最引人驻足深思的是烈士们反复商量千方百计
留下的“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
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
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
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
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八条，每个字都是烈
士的鲜血写下的，永远警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堡垒最
容易从内部攻破，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

雾笼山城，流水潺潺，一件件实物、一帧帧照片、
一尊尊雕塑，都在讲述红岩故事。

下得山来，迎接游人的是一片片盛开的红梅树林，
红梅朵朵，竞相开放，灿若云霞。红岩魂广场上，舞者歌
声悠扬，正在表演歌剧《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朵朵
放光彩，昂首怒放千万朵，香飘云天外……”江姐等红
岩英烈的魂魄已幻化为美丽的红梅，漫山遍野，芳香四
溢。远处，嘉陵江上，多桥飞架，天堑变通途，汽车、地铁
奔驰而过；入夜，长江、嘉陵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上
万家灯火倒映江中；洪崖洞立体式夜景，更是吸引国内
外游人争相打卡……这不正是众多红岩烈士为之奋斗
期冀的美丽画卷吗？

山城重庆读“红岩”
彭辰阳

两年前，在我担任县杂文学会会长不久，得知一位
名叫钱娟的农家妇女，因诗词创作成果颇丰想加入杂
文学会。

“诗词与杂文”不是一个概念，她怎想起加入杂文
写作队伍？疑惑不解，我便约上同仁专程前往 40 公里
外的她家进行实地采访，知道了仅上过两年半学校的
她，硬是凭着翻读两本字典走进神圣诗词世界，创作出
千余篇诗词作品的传奇经历。

采访归来，感慨不已，一鼓作气，提笔写就题为《耕
耘在泥土芳芬的诗行里》的通讯，一经发出，即被《射阳
日报》《盐城晚报》《乡镇论坛》《学习强国》等媒体及省
市县妇联网站推出，在社会上产生较好反响，人们纷纷
称钱娟为“乡村女诗人”。

“创作多年，不出本集子，你的作品则散落在不同
刊物媒体之中，自己查找不方便，大家也难系统阅读到
你的作品。”也正是我的建议，钱娟终于有了出本集子
的计划。然而大多作品都发在网络上，有些网络平台开
开关关，导致许多没有留存的诗词作品难觅踪迹。如
此，她只能将自己手上现有的 500 多首诗词作品收集
到一起，分成鼓励鞭策、律诗对联、绝句、古诗等几个版
块，并取书名为《乡风韵长》。

透过《乡风韵长》这书名，好似钱娟在坦然地告
诉人们，自己就是个农民，但农民同样可以涉足诗词
欣赏与创作。或许是我对她的宣传鼓励及出书建议，
使得钱娟在明知我不擅长诗词的情况下，依然邀我
给其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难以推辞，我只能诚惶诚
恐斗胆为之，借此表达对作者自学精神、创作热情的
充分肯定。

热爱诗词志不移，恰似明月映沃野。钱娟，一个居
住在偏僻乡村的农家妇女，一个只在学校读过两年半
书的农民，一年四季既要忙于耕种农田，又要操持家务
和照顾老人小孩，但她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和追求。多
少个夜晚，埋头苦读经典诗词，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
养；多少雨天闲日，苦思冥想推敲字词，反复打磨创作
的诗词作品。

钱娟不易，钱娟励志！愿钱娟今后能百尺竿头，更
上层楼，创作出更多歌颂时代、反映乡风、抒发情感的
诗词佳作。同时也期盼涌现更多的“乡村文化人”，不断
丰富我们的乡村文化。

恰似明月映沃野
———序钱娟《乡风韵长》

郭开国

“今天，让我们一起共读一本好书《中国式现
代化面对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本书的第
一篇《强国复兴开新篇》……”2 月 1 日，合德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正在阅读推广人直播
间向广大网友分享精彩的阅读故事。

新年以来，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常态化
开展“共读一本书”阅读推广人直播栏目，邀请金
牌推广人、百姓名嘴、优秀党员代表、青年宣讲员
等进入直播间，与广大网友线上分享自己喜爱的
一本书，用接地气、冒热气的宣讲方式将书籍与
大家分享交流。

2 月 2 日，该镇的“阅读引领 涵育风尚”读

书分享会在条心社区举办。社区青年党员代表高
莹莹与大家分享图书 《上下班路上的小旅行》中
的精彩内容，带领大家感受上下班路上的简短旅
行、小旅行的快乐。快递员代表马师傅朗诵分享
诗歌《小小的我》，让大家感受诗歌中饱含的丰富
情感，从诗歌中链接自己，增加对生活的感悟，让
自己在文字的海洋中徜徉；保洁员代表李阿姨诗
歌朗诵分享，情感中传递了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
信心……

2 月 3 日，该镇蒲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青年志愿者为老党员送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等学习书籍，并进行讲解，确保老党员
思想“不掉队”、学习教育“不打烊”。

书香能致远，阅读润心灵。“下一步，我镇将
充分发挥阵地作用，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全民阅
读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用浓
郁书香涵养文明新风。”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负责人表示。

阅读分享育新风
本报记者 杨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