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猿星期五 202源年 苑月 19责任编辑院施露 组版院王逸文

Email院远猿园员缘苑怨员园@qq.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8 全民阅读

近日，拜读了赵祥新先生的作品集《短笛无腔》，感慨良
多。在繁华喧嚣的时代，《短笛无腔》宛如一股清流，润泽着读
者的心灵。初闻书名，那独特的韵味便引人遐想；通读之后，
更是沉浸于作品营造的田园牧歌式的深远意境之中。

我和祥新先生相交多年。二十多年前，我在射阳报社工
作，祥新是合德镇一所学校的老师，被抽用在镇政府搞新闻
报道。祥新先生除新闻外，还擅长散文、报告文学、调查报告
等写作，经常有大作在各级报刊发表。他那深邃的思考、细腻
的笔触和举重若轻的表达方式，在其同辈中独树一帜。那时，
我便对祥新先生的作品刮目相看。

《短笛无腔》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由著名学者、
作家、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卞毓方题写，更为这部作品增添了
一份别样的光彩。全书 21 万余字，分为四个特色鲜明又相互
呼应的篇章。“无意插柳”中，那些不经意间迸发的灵感与触

动，在祥新先生的妙笔之下，如春花绽放，绚烂多姿；“教坛拾
零”里，教育领域的细微点滴被精心记录，为后来者点亮了前
行的明灯，传递着宝贵的经验与智慧；“闲暇撷趣”内，则展现
了生活中的闲情逸致，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与细腻感知；“乡土留痕”中，那深沉的故乡眷恋之情如潺潺
溪流，流淌着作者的倾诉，也润泽着读者的心。

《短笛无腔》内容之丰富，犹如一座知识的宝库。天文地
理、科学文学、人文自然、风土人情，应有尽有。由此可见作者
的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以及驾驭文字的非凡功夫。

然而，最令人为之动容的，还是书中流淌着的真挚情感。
亲情如冬日暖阳，温暖着我们的心房；友情似夏日清风，带来
丝丝清凉；爱情若夜空中璀璨的星辰，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乡
情则像醇厚的老酒，越品越有味。更有那深沉的爱国情、忧民
心以及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如激昂的乐章，奏响时代的强音。

《短笛无腔》并非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以质朴的文
字、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考、独特的表述，构建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精神世界。它宛如一首无声的心灵之歌，在喧嚣的世
界中，为人们开辟出一片宁静的天地。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
中停下匆匆的脚步，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生活的
美好，汲取前行的力量。

《短笛无腔》不仅是祥新先生个人智慧与情感的结晶，更
是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胜过千般有腔之音。它让我们看到，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依然有人坚守着内心的宁静与纯粹，
用文字传递温暖与力量，引领人们追寻真、善、美，让人们的
心灵得到滋养与慰藉。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然而，祥新先生吹
出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曲调，放声时代的歌谣。

时代之声与心灵之歌
颜良成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我与父母
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在火车上百无
聊赖，看着窗外的景色，渐渐的，我
的双眼已眯成了一条缝隙，黑色的
眼球里映着的是漫天黄沙的大漠。

突然，一抹“深绿”驱走了漫天
风沙，使我的双眼即刻变得绿意盎
然起来。

我顿时来了精神，心想沙漠之
中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片绿洲？于
是打开百度地图，对绿洲进行定位，
哦，这里就是塞罕坝。“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我向父母提议，就在
塞罕坝站下车，我想见证一下《致敬
劳动者》里的“传奇绿洲”，父母欣然
答允。

下了火车，甜甜的青草味儿扑
面而来。没过多久，我们便到了塞罕
坝机械林场。我贪婪的嗅着新鲜的
空气，青草混着林木的清香不时地
钻进我的鼻孔，我的思绪也被带回
了 1962 年……

那时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刚刚成
立，新中国的第一批劳动者们不惧艰
苦，毅然奔赴塞罕坝荒漠，在荒漠上
植树造林。在农业局长王尚海的带领
下，工人们充满信心，干劲十足，不辞
辛劳地挖坑、挑水、培土……然而事
与愿违，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林木的
成活率还不足 10%。工人们虽然情
绪低落过，失意过，但从未想过退缩，
他们万众一心，拿出“敢叫荒漠换新
天”的豪情壮志，考察地质，选取适宜
植树造林的地段。最终，他们选择在
马蹄坑植树造林，寒风中他们挥锹挖
坑，烈日下他们扶苗铲土，暴雨中他
们固土培根……功夫不负有心人，
1964 年七月初，“马蹄坑大会战”大获全胜，“甲光向日金
鳞开”，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云被驱散了。第一代守护
者———初尝了绿色的味道。

“女子亦有凌云志，巾帼何曾让须眉。”六女上坝书
写精神坐标的故事在塞罕坝一直广为流传。陈彦娴，甄
瑞林、王晚霞等六位女高中生怀揣伟大梦想来到林场当
上了工人。虽然条件艰苦，工作繁重，但她们不怕苦，不
怕累，虽然世界痛吻她们，她们却报之以歌。正是凭借这
种乐观积极、不怕困难的精神，陈彦娴们成了“塞罕坝的
女儿”，她们用青春和生命不断地为塞罕坝增添绿意。第
二代守护者———细品过绿色的味道。

“嗨，小伙子，和我们一起来种树啊。”我被一声呼喊
拉回了现实。只见一个身穿志愿服的青年正朝我招手，
我下意识地跑过去。青年拿给我一根树苗和一把锄头说
道：“我是这里的志愿者，每个月都来这里植树，上一次
从蒙古来的沙尘暴可不小，如果没有这片绿洲，沙尘暴
的影响恐怕会更大啊。”我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投身于
植树的志愿者队伍中。微风拂过面颊，脸颊上的一滴滴
汗珠被带入泥土。放眼望去，一个个红马甲穿梭在嫩绿
的树林间，构成一幅辽阔的“青林红叶”图。我又一次的
闻到了青草混着林木的清香。第三代守护者———享受着
绿色的味道。

躺在草坪上，绿色的味道不时地窜进我的鼻孔，钻
入我的心房。这绿色的味道，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塞罕坝
人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与舍我其谁的斗志，他们
用黑发，用青春，用生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种味
道当永存于我们的细胞，流经我们的每一寸血液，时刻
激励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绿色”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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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何宣冤为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营造老有所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组织开展“莫道桑榆晚 读书正当时”老年读书会活动，广泛邀请热爱
阅读、喜欢分享的老年朋友们加入“智慧分享团”，用阅读获取的知识
充实生活宝库。

在运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为老人推荐了文学类、教育
类、科学类、养生保健类书籍，老人们一起分享阅读了《张桂梅》《老年
课堂：“银发”潮人的智慧生活》《智能手机就这么简单》等书籍，结合实
际生活畅谈各自的阅读感想和心得，让大家深受启发和鼓舞，使大家
体验到一种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情趣。

“社会在进步，我们老年朋友也要与时俱进，多读书、读好书，充实
自己”，运棉村沈玉标表示，作为运棉村委会退休老书记，他活到老学
到老，以书本知识的力量让余热发挥得更加充分。

在朝阳社区书屋，志愿者陆悦带领老年读者们用读书卡借阅图
书，学习如何使用电脑查阅资料，以及使用朗读亭进行录音朗读等，老
年读者们体验后纷纷表示这样的借阅体验非常便利。

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之乐乐无穷。下一步，合德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将继续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创新活动方式，针对老年群体等各类
群体开展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阅读活动，让全民阅读成为群众生活
风尚。

合德镇

老年读书会让阅读更美好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敏 记者 施露冤为丰富广大群众的夏季夜
间精神文化生活，感受到“烟火气”里的“文明味”，7 月 10 日晚，由黄沙
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射阳文旅集团联合举办的“‘悦’读嘉年华
仲夏嗨不停”书香夜市在泊心广场实践街区开市。

盛夏之夜，晚风习习，当遇到趣味涂鸦，阅读也可以有别样的乐
趣。“小朋友们，你心中的阅读是什么样子的呢？”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大胆构思，发挥想象，用马克笔小心翼翼地在帆布包上绘上绚丽色
彩。正在读书的小朋友打开书本，凸显主题“书香伴我成长”，让布袋瞬
间有了书香气。有趣、寓教于乐的活动氛围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了解
到阅读的重要性，让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的全民阅读理念“袋袋”相
传，推动全民阅读与儿童友好“双向奔赴”。

拓印体验摊位前人头攒动，志愿者向青少年们详细介绍了拓印的
历史、技巧及艺术价值，鼓励在体验非遗中坚定文化自信。“我想选《游
子吟》，这首诗我学过呢。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三年级的杨欣
园同学一边默背古诗、一边挑选字块，虽然左右印制颠倒的文字给小
朋友“上难度”了，但不一会，字块就有序排列在木盘上。刷墨、盖纸、按
压、揭纸，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操作。在小朋友屏住呼吸的紧张中，
一张墨香四溢的拓印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一声声夸奖让她的脸上满
是骄傲和喜悦。

“妈妈，我想兑换《米小圈脑筋急转弯》，你看里面的题目可真有意
思”“爸爸，我想换这本《透过地理看历史》，正好暑假我们可以一起看
呢。”在图书兑换的摊位前，小朋友们拿着盖满印章的集卡兴致勃勃挑
选着自己喜爱的图书，还时不时与爸爸妈妈交流着。“今天的活动真好
玩，既体验了漆扇、手绘书签，还能集印章兑换想看的图书，下次还想
再参加呢。”东方村的祁语婷小朋友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本次书香夜市主题活动还开展了书海寻“宝”、文明“绿书
签”、诗词飞花令、“漆”彩纷呈、至“扇”至美、暑期安全知识科普等系列
活动。下一步，黄沙港镇将持续唱好夜晚“嘉年华”，推动“点亮星夜”夜
间文明实践活动开花结果，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起来、“热”起来、

“亮”起来，汇聚起文明实践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黄沙港镇

感受“悦”读嘉年华

为进一步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高质量推进书香特
庸建设，把阅读风尚送进千家万户，7 月 11 日晚，在夏
夜的晚风里，特庸镇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蚕桑
文化阅读活动。以“返乡大学生”为主的志愿者们，携手
镇上的青少年儿童，共同走进了蚕桑文化的奇妙世界。

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一起阅读《蚕的日
记》等与蚕桑有关的绘本。绘本中生动有趣的图画和浅
显易懂的文字，让孩子们对蚕的生长过程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志愿者们耐心地解答孩子们的问题，讲述蚕从
卵到茧的生命历程。一个个小故事不仅让孩子们增长
了知识，更培养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

阅读之后，在志愿者们的引导下，孩子们纷纷拿起
画笔，在绿书签上写下“扫黄打非”的标语，表达他们对

净化文化环境的支持。这些书签不仅是他们对阅读的
纪念，更是他们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通过这次活
动，孩子们不仅了解了“扫黄打非”的重要性，也增强了
他们维护文化健康的意识。

在蚕桑文化园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
了整个园区，从原始的手工养蚕技术到如今现代化的
养蚕工艺，从传统的手工缫丝到现代化的机器缫丝，每
一个环节都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孩子们不仅看到了蚕
茧的形成过程，还亲自动手体验了缫丝的乐趣。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孩子们用蚕茧制作了各种工艺品，每一个
作品都充满了他们的创意和童真。“我没想到小小的蚕
茧背后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参加活
动的少年李肖纬兴奋地说道

在参观过程中，孩子们还了解到了蚕桑文化的历
史和重要性。志愿者们详细讲解了蚕桑文化在中国古
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贡献。通
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深刻体会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
们的暑期生活，更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次很好的传
承和弘扬。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类似的活动，让更多的
孩子了解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带着孩子来参加活
动的家长陈雨青说。

夜幕降临，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孩子们带
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蚕茧工艺品，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敬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蚕桑文化园。这次的特庸
镇暑期蚕桑文化阅读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收获了知识
和快乐，更如活动的主题“阅”见美好“画”茧成蝶所形
容的那样，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传统文化之茧，相信随
着孩子们慢慢长大，这颗小小茧终将蜕变出绚丽的文
化之蝶。

书香夜读趣味浓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殷楠

近年来袁 我县大
力弘扬 野倡导全民阅
读袁共建书香射阳冶理
念袁开展野书香射阳冶
系列活动袁 引领群众
野好读书袁读好书冶袁营
造崇尚阅读的良好氛
围袁展现书香魅力遥

彭岭 摄

叶觉醒年代曳
作者/主编院龙平平
出版社院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1.10
简介院本书着眼于从 1915

年叶青年杂志曳问世到 1921 年
叶新青年曳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
刊物这一时段的宏大背景袁以
毛泽东尧周恩来尧陈延年等革命
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
助线袁壮丽呈现由新文化运动尧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
三大历史事件为主体构成的巨
幅历史画卷遥

叶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曳
作者/主编院朱虹
出版社院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3.01
简介院本书以小学语文教材为

基础袁 精选与革命文化相关的课
文袁挖掘 27 个红色故事袁对宏大的
革命历史进行了平实而又感人的
叙述袁帮助小读者深化对课文背后
红色故事的理解与学习遥 该书扩
充尧增补了课文中未能展开叙述的
内容袁是一部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
相融合袁主题鲜明尧底蕴深厚尧资料
翔实尧感人至深的红色文化读本遥

叶一百岁的红领巾曳
作者/主编院董宏猷
出版社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2.12
简介院本书以野红领巾冶为第一

人称视角袁讲述了从 1922 年安源儿
童团建立以来袁建国前尧建国初期尧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不同时期少
年儿童的代表人物尧群体尧组织和代
表性的历史事件遥 通过一个个少年
儿童的生动故事袁以抒情尧诗意尧朴
实的语言袁见微知著袁完成史诗般的
宏大叙事袁 串联起 100 年来 野红领
巾冶的发展历程遥

叶国之脊梁院
中国院士的科学人生百年曳

作者/主编院中国科学院学部野科
学人生窑百年冶项目组

出版社院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2.12
简介院该书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组

织的野科学人生窑百年冶主题宣传活动
策划而来袁以孩子的视角选取了各学
科领域中富有代表性的 40 位中国院
士袁以此来宣传院士们的崇高理想和
科学成就袁宣传老科学家们勇于创新
的科学精神尧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
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遥

叶名画里跳出来的中国故事曳
作者/主编院李妍
出版社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1.09
简介院选取中国古代 60 位绘画大

师的名作袁如叶洛神赋图曳叶游春图曳叶五
牛图曳叶高逸图曳等袁通过每幅经典传世
名画所表达的内容袁 让小读者在欣赏
中国绘画的同时袁能读到有趣的故事袁
学到历史知识袁放飞想象力尧创造力袁
提升和丰富品格与内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