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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的周末早晨，县图书馆的大门敞开着，来参加阅
读活动的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兴奋地讨论着什么；老年人手
持借阅卡，慢悠悠地步入这座知识的殿堂；年轻人则三两成
群，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准备在这片书海中遨游……这一
幕幕，正是我县全面推进阅读阵地建设，激发全民阅读热情的
生动写照。

走进县图书馆，一股浓郁的书香扑鼻而来，宽敞明亮的大
厅内，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今日的阅读活动预告，从儿童
绘本分享到成人文学讲座，从科技新知研讨到历史文化探索，
内容丰富多样，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需求。来到新华书店
少儿阅读区，色彩斑斓的绘本封面如同一道绚丽的彩虹，吸引
着孩子们的目光，他们或坐或卧，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在一
个个奇妙的故事中。在日月畅享馆，一场关于宇宙奥秘的科
普讲座正吸引着众多小听众，讲师通过生动的讲解和互动实
验，让孩子们对浩瀚的星空充满了无限遐想……射阳在阅读
阵地建设上的努力，远不止于此。近年来，我县以打造“书香
射阳”为目标，不断优化阅读设施布局，创新文化服务模式，让
阅读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范围内，从公共图书
馆到阅读空间，从读者小站到农家书屋，再到流动书吧，一个
个阅读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构建起了一张覆盖城乡
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

新华书店作为射阳县文化市场的重要一环，积极响应“书
香射阳”建设的号召，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还定期举
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在这里，每周都会有一场“阅读沙龙”，
邀请知名作家、学者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创作心得和阅读
体验。此外，书店还开设了“亲子共读”区域，鼓励家长与孩子
一起阅读，增进亲子关系，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每当周末，
新华书店内总是座无虚席，读者们或捧书细读，或参与讨论，
享受着阅读带来的乐趣与启迪。

除了县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我县还积极拓展阅读空间，打
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阅读场所。恒隆书房、太阳花书房等，以
其独特的装修风格和舒适的阅读环境，成为市民们休闲学习
的好去处。这些书房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还定期举办
读书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
式。

在射阳，阅读不仅局限于室内场所，乡村的大喇叭、田间
的农家书屋，也成为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阵地。清晨，当第
一缕阳光洒满田野，乡村大喇叭里便传出了红色经典诵读或
名家作品分享的声音，让村民们在劳作之余，也能享受到阅读
的乐趣。而在农家书屋，一本本关于农技、法律、健康等方面的
书籍，成为了村民们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好帮手。每当夜幕降
临，村民们便会聚在一起，围坐在书屋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

生活经验，书香与灯火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
面。

我县在阅读阵地建设上的成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
和社会的广泛参与。通过政府主导、部门指导、社会共建的“三
合一”模式，我县整合多方资源，加快推进“书香射阳”建设。同
时，还注重发挥县级文化阵地的引领作用，全面激发镇区文化
站所支撑作用，并逐步延伸村级文化阵地触角。目前，全县已
建成 15 个乡镇文化站，多个万册图书馆和 5000 册图书馆，
实现了数字书屋和公共图书“一卡通”通借通还全覆盖。这些
文化设施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阅读触手可及。

在阅读阵地建设的基础上，我县还积极推进数字阅读升
级，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阅读体系。通过电子图书、有声读
物等多种形式，让读者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同时
积极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如主题阅读、红色家书诵读、返
乡大学生阅读志愿服务等，不断完善十五分钟阅读圈建设，强
化数字阅读推广，通过阅读不断彰显城市文化气质，持续筑牢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底蕴基石。

如今，“书香射阳”已成为我县一张亮丽的名片，阅读已成
为射阳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充满书香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文明阅读的真谛，共同绘制
着一幅幅文明阅读的新画卷。

阅读阵地建设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
本报记者 吴炘恒

这几个月，读了好几部
文学名篇，无论是余华的《活
着》，还是金宇澄的《繁花》，
亦或是古华的《芙蓉镇》。然
而，让我感到直戳灵魂深处
的却是丁捷的长篇纪实小说

《追问》，看后脑后发凉，震聋
发聩，建议党员干部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都读一读。

《追问》是知名作家丁捷
以反腐败为主题创作的一部
纪实小说。小说以落马官员
口述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他
们从无为到有为、从小贪到
大贪、从破纪到破法的过程，
深刻揭示了腐败分子矛盾复
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其灵
魂坠落的人生轨迹。

丁捷是省作协领导，工
作应该十分繁忙。但他以一
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千里
奔波，深入一线，零距离访
谈，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看似
高贵和自尊的灵魂深处的

“卑微与倨傲”、“浑沌与罪
恶”。

据说，丁捷在上级纪检
部门的安排下，调阅了多达
600 件的官员腐败案件卷宗，采访了 28 名落马官
员。小说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思考，
发出无数次的追问，有的人为什么被彻底打垮时，
才会追问自己内心的真实？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
垮后，依然不去追问犯罪的根源？

《追问》无疑是一部力透纸背的反腐警示录，是
一部憾人心魄的倡廉教科书，是一贴纸醉金迷的思
想清醒剂。曾看过好多通报出来的腐败典型案例，
也观看了不少腐败分子的现场忏悔，我觉得都不如

《追问》给人以震慑与强烈的心理警示。《追问》以第
一人称为视角，对落马官员心路历程进行深层追
忆，也是落马官员对为官过往的深切忏悔，它让你
真切的感受到，“那个你曾经违规违纪全力以赴帮
助过的人，无一不是在事情败露后第一个反映举报
你的人；那个你曾经万般宠爱，要风给风，要雨给雨
的人，在你东窗事发后，无一不是毫不犹豫地说自
己身不由己和被逼无奈。”仅凭这一点，你不会感觉
脑后发凉吗？无论你的官有多大，法纪面前无特权。

通过《追问》探根刨底的不断追问，不难得出一
个结论，无论你是身处高层的部委干部，还是屈居
基层的科局干部，起初都是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都想谋一份工作好好生活过日子，养家糊口。可
是当环境和仕途发生变化时，思想与灵魂也逐渐发
生扭曲，有的甚至发生质的蜕变。有一个官员看到
自己是一个教育上的厅级干部，回到老家后还不如
地方上的一个处级干部受人尊重，他的心理就感到
不平衡，然后开始逐渐失衡，在贪腐的路上越滑越
远，近乎疯狂，最终成了阶下囚。让人感慨，更让人
惋惜。

《追问》写的都是主政一块或一方的官员，从省
部级到县处级，从教育文化领域到金融财贸领域。
按理说这些落马官员都是人生的幸运儿，应该感恩
和珍惜组织的多年培养。可为什么一旦当了官掌了
权，就把控不住自己了呢？那个交通领域的官员，起
初确实为地方做了不少实事，后来心理逐渐不平衡
起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读到这里，我就陷入深思。一个已经走上厅级
领导岗位上的人，为什么庸俗到浑身的铜臭，不由
让我想到清朝小吏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一个封建小吏尚知百姓疾苦，经
过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为什么如此贪得无厌呢？
可知道在你下面的芸芸众生，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上
不了科局级，有的一辈子就在职员的岗位上默默无
闻。比如我们县上的许多学校，校长就那么一个，不
是每个老师这辈子都能做到校长的，校长难道不是
人生的幸运儿吗？与普通老师比，你还有什么不平
衡不满意的呢？

读了《追问》，除了脑后发凉，也出了一身冷汗。
忽然想到，我也在基层做了一个不掌权的乡镇小
官，假如我做了那个执掌一方大权的官员，假如“人
家送给我一箱 666 万的钞票，两口子坐在地下室
里，数钱数得手发酸”，我是否能做到头脑冷静而不
财迷心窍，这个还真的说不准了，因为真的无人“追
问”。有的人之所以胆大包天，不就是无人追问吗？

《追问》里有个官员，女儿过个小生日，有个老
板送个红包就是 88 万？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傻蛋？凭
空给你 88 万。你得他 88 万，国家要损失多少个 88
万？可是当你收到这样巨额的红包时，心能冷静下
来吗？如果心冷静不下来，鼻子百分百已经被人家
牵着走了。那个收了人家 666 万的官员，在主政一
方人事大权时，送礼人反客为主，竟然插手人事分
配，当官员表示反对时，送礼人反目了。看到这里，
我感觉吃了一只大大的苍蝇，腐败分子可恶，腐蚀
腐败分子的人更可恶。

《追问》里落马的官员，无一怪罪处分的不公和
体制制度，都深切表示因为自己灵魂的坠落与贪
婪，是玩物丧志，思想腐化，道德滑坡，理想信念丧
失的具体体现，咎由自取，自食苦果。我想，他们的
回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估计肠子都已悔青了。

我钦佩作家丁捷，可想而知，他写《追问》时，落
马官员无论在哪里，他不怕辛苦，深入一线，千里奔
波，穷追不舍，追得彻底，体现了一位作家的社会担
当；在与落马官员交流时，通宵达旦，彻夜长谈，追
根刨底，问得透彻，直戳灵魂深处，最后还要追问几
句，比如“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之类，落马官员痛哭
流涕，懊恼不已。有的官员直接说，我的人生就如梦
幻，可惜不能重来了。是的，人生只有一次，前面是
万丈深渊，不小心掉下去就万劫不复了。

作家丁捷追问的是落马官员，探寻的是落马官
员的内心世界，敲响的是现任官员的警钟，给人们
以警示教育。我们要从《追问》中得到启示，要在党
中央的领导下，继续高举反腐利剑，发扬“追问”精
神，对一些不正常、不合理、不满意、不干净的问题
和官员，必须“追问”到底，只有追问到底，才能让官
员保持清醒和干净，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谋复兴。

如果你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建议你认真读一读
《追问》，人生的路很长，也许你，也许你的儿女很快
会走上领导岗位，掌握着一份权力，你若时时刻刻
追问自己，手中的权是哪里来的，我们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时刻保持头脑中的那一份清醒与冷静，
哪怕有人送你一座金山，也不为所动。这样，我们才
无愧于家庭与人生，无愧于脚下的大地，无愧于党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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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丽娟冤10 月
14 日，雨后的阴天，空气格外清新。
农忙暂歇，老百姓们坐在家门口剥毛
豆、剥花生、唠家常，享受着这片刻的
宁静。临海镇同胜社区的村居宣传员
和网格员们，正积极开展全民阅读入
户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入户宣传，激
发居民对阅读的兴趣，营造浓厚的阅
读氛围。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工作人
员精心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宣传页，详
细介绍了图书借阅要求、阅读活动建
议以及全民阅读的重要意义。

活动期间，网格员与宣传员们深
入居民家中，逐一发放宣传资料，并
耐心讲解阅读的好处。他们强调，阅
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
径，也是忙碌生活中寻求心灵宁静和

成长机遇的绝佳方式。同时，社区还
利用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全民阅读的
宣传标语和精彩片段，时刻提醒居民
阅读的价值。

在宣传过程中，网格员和宣传员
们发现，许多居民对阅读抱有浓厚的
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他们纷纷表示，
平时也会利用闲暇时间多读书、看
报，不断提升自我。这种良好的阅读
氛围，为社区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
活力。

此次“雨天传书香 阅读正当
时”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不仅丰富了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推动
了社区的文化建设。未来，同胜社区
将继续致力于推广阅读文化，让阅读
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共同营造书
香四溢的社区环境。

临海镇同胜社区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彭明莉冤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弘扬革命精神，重温革命历史，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洋
马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穿越时
空的对话”红色家书诵读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诵读了叶剑英写
给女儿叶楚梅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
写于 1949 年 5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
平市长叶剑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给在苏联留学的女儿叶楚梅写了这
封家书。“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
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
加工地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
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
界。”叶剑英告诫女儿，在老一辈革命
者和革命先烈的奋勇拼搏下，人民共

和国大厦的地基已经打好，需要新青
年一代努力学习各项科学知识，勇于
承担建设祖国的重任，接力奋进，把
新中国建设好。

一封红色家书，是一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一行炽热文字，是一股坚不
可摧的力量，阅读红色家书，是一次
穿越时空的对话，感受穿越烽火、万
金家书中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在
场青年深刻体会传承革命先辈们深
沉的家国情怀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活动最后，青年们畅谈了对红色
家书的感悟与体会，纷纷表示要继承
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始终坚
守初心使命，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转化为投身努力工作、推动发展的实
际成效，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使命，
为新时代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洋马镇

诵读红色家书 传承初心使命

叶长安的荔枝曳
马伯庸

该小说讲述大唐天宝十四
年袁 长安城的小吏李善德突然
接到一个任务院 要在贵妃诞日
之前袁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遥荔
枝野一日色变袁两日香变袁三日
味变冶袁 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
里袁山水迢迢袁这是个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袁可为了家人袁李善德
决心放手一搏院野就算失败袁我
也想知道袁 自己倒在距离终点
多远的地方遥冶这本小说沿袭马
伯庸写作一贯以来的时空紧张
感袁 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小人物
的乱世生存之道袁 也感受到了
事在人为的热血奋斗遥

叶杀死一只知更鸟曳
哈珀窑李

小说讲述了再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袁 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
个小镇袁 三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
两桩冤案彻底打破遥传闻与事实袁
坚强与软弱袁正义与邪恶袁忠诚与
背叛袁 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
地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袁 见证了
人性的污秽与光辉袁 理解了真相
的残忍与无奈袁 也感受了人间的
温暖与真情遥

叶父亲曳
梁晓声

叶父亲曳用朴素真挚的文字
记录了梁晓声与自己父亲之间
真实发生的故事遥 全家人都靠
他出卖体力供吃穿袁 不善于表
达的父亲总是默默吞下生活中
所有的苦遥 他的愚昧与狭隘曾
让自己的孩子遭受磨难尧 让家
人之间有了隔阂袁 但当他开始
老了他也终于慢慢对自己和家
人有了新的理解遥 当一个儿子
也步入中年时袁 父亲在他眼里
已需要依附于自己的人格才能
继续在社会上存在袁 这时如何
让父亲重新获得与自己并存的
人格已是父子关系中的头等大
事遥

叶绿山墙的安妮曳
露西窑莫德窑蒙格马利

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和马瑞拉兄
妹袁 本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来
帮忙干农活袁 没想到却阴差阳错接
来了红头发女孩安妮遥 安妮袁拥有玫
瑰般绚丽的想象力袁 一张小嘴巴永
远讲个不停袁 给身边所有的事物取
可爱的名字袁 无心犯下的错误常常
让人忍俊不禁袁活泼开朗的性格尧勤
奋好强的天性使她在学校里赢得了
很多朋友袁 并获得了学业上的极大
成功遥 安妮的到来使原本沉闷的绿
山墙焕发出诱人的生机与活力袁也
给古老的村庄带来了无穷的欢乐遥
这本书是一部真善美的启蒙袁 主人
公安妮活泼尧 纡的天性自然甜美地
流淌在每个孩子的心里遥

近年来袁我
县不断推动阅读
场所建设袁 定期
优化图书品类袁
为市民提供阅
读尧 学习的好去
处袁 全民阅读氛
围日渐浓烈遥

盛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