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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渎街道推广全民阅读工作硕果累累，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总面积
500平方米，共有藏书3.6万册。下辖15个社区（村居）农家书屋平均藏书5000
册以上，报刊20余种。在便民服务中心、盛州集团、吾悦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置
了书屋、读书角，以满足市民阅读需要，有效打通了15分钟阅读圈。

尹志慧 刘丛华 摄

献礼二十大
阅读颂辉煌

今年以来，大冈镇把全民阅读活动作为终
身学习的重要途径来抓，充分利用阅读分享会等
形式，依托“学习强国”APP、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点）、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和乡
村少年宫等学习平台，集中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
动，建设“书香大冈”。 崔 成 王金祥 摄

翻开《大地铭记》一书，我们眼前展现出一个
个烈士的光辉形象。他们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
动容。他们伟大力量的哪里来的？看了烈士们的
事迹，让我们找到了答案，是四个大字：“革命信
仰”。

出生在华侨家庭的陈振东是一个杰出的代
表。他的祖籍是福建厦门，年少时随父兄侨居菲律
宾马尼拉市，30 年代中期回家求学。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来到了盐城。1940 年 12 月，被调到苏皖边区阜宁
县三区任区长（即八滩区，今滨海县八滩镇）。1941
年被日伪军抓捕，惨遭毒手，双腿被截断，活活绞
杀。陈振东就义前，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路健出生在吉林省肇远县一
个县职旧官吏的家庭，虽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的舒适日子，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厌恶权势
钱财而投身革命，来到盐城担任阜宁县东北行署民
政课长，最后倒在盐阜大地上。从他们的身上我们
可以看到，革命信仰成了他们的灵魂，主宰着他们
的一切行动，在他们身上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
力量，促使他们背离原来的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

面对敌人的徒刀，面对凶残的酷刑，他们视死如
归的英雄气概从何而来？信仰共产主义，建设新中国

的伟大革命理想。1918年出生于阜宁县七区（沟墩）
农民家庭的贾必余，1938年他放弃教书职业，投身抗
日队伍，担任喻口区民兵分队副队长，配合新四军主
力部队打游击。不幸在1944年3月的战斗中，他和丁
玉彩二人被俘，受到日伪军严刑拷打，两人宁死不屈，
敌人首先杀害丁玉彩，企图让贾必余屈服，贾必余毫
不动摇，敌人用铁钉把他的手掌钉在墙上，成十字
形。贾必余忍着剧痛，以惊人的意志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日伪军放狗咬，用刺刀戳，足足戳了32刀，26
岁的贾必余献出宝贵的生命。许文华原是海安人，后
来随母来到东台沙河湾，1943年参加革命、入了党，担
任村民兵中队长、乡农抗会长、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指
导员，带领群众与地主富农算剥削账，分田地、分粮
食，地主恶霸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叛徒出卖，许文华
不幸被捕，敌人逼着他交出党员名单和分布地点，他
回答是“永远办不到！”穷凶极恶的匪徒用尽酷刑，许
文华始终紧咬牙关，一字不吐，最后被秘密杀害。像
贾必余、许文华这样烈士书中的介绍比比皆是。

面对敌众我寡的生死关头、命悬一线的危急时
刻，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让他们冲在最前面、站
在刀尖上？“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的沙杨氏出生
在东台县时堰乡孟家垛，她积极参加抗日，与不法地
主做斗争。在一次党组织活动中，因叛徒告密而被
捕，逼她交出村里党员和干部的名单，面对敌人的酷

刑，尤其是敌人把她和两个战友押到薛家庄附近的
一个乱坟场里，“砰！砰！”两声枪响，两个战友倒在
血泊中。她见战友倒下去，更激起她心中的怒火，敌
人原以为经这一吓，定会说出党的机密，可沙杨氏依
然咬紧牙关，不吐露半个字，最后被凶恶的敌人残忍
地活埋，时年 49 岁。“我命令你们先撤退，快！”这是
王亭泉在激战的生死关头，向侦察排战士发出的命
令。王亭泉于 1913 年出生在贫苦农民的家庭，1942
年初参加革命，后来任滨海县总队二连二排排长。
1945 年 3 月 20 日深夜，他奉命带领一个侦察排到响
水口敌人附近侦察敌情，完成任务返回的路上遭遇
敌人打起来，敌人发觉我方兵力不足，立即组织反
扑，王亭泉头部和膀子中弹受伤，他仍忍痛指挥战士
一边还击、一边突围，战士发现他受伤了，“央求”排
长先撤退。王亭泉却低声命令道：“我命令你们先撤
退，快！”战士们撤退后，王亭泉因伤势过重，竟成了
永别。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沙杨氏、王亭泉等
英烈视革命信仰高于一切，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英雄啊！

革命信仰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前进的航程，
引导人生的追求，生成伟大的力量，矢志不移跟党
走，历经险恶不变心。在今天社会主义新时代，我
们同样要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初心不变永向党，奋
力前行不停步。

革命信仰的伟大力量
——读《大地铭记》有感之二

□ 任崇海

这是一本适合全年龄
段看的“树的知识图解”，它
用简单易懂的手绘插画，为
读者呈现了树的全景图。
不仅详细解析了分布于全
球的 75 种常见树木，还介
绍了树木背后各种令人惊
叹的冷知识。

生活的诗意未必在远
方，珍惜手边的每一寸光
阴，也有可能结出丰硕喜人
的果实。本书是作家肖复
兴的散文集，一本写透人间
烟火、内心迷茫、如何过好
每一天的自省之书。书中
收录了 59篇肖复兴不同时
期创作的散文作品，其内容
涵盖作者对旧人旧事的回
忆、对音乐的理解和赏析，
以及日常生活中、旅游途中
的所见所感。

《正是橙黄橘绿时》

《树的邀约》

秋日，晴好。正午阳光朗
照，夜晚，月朗星稀，丝丝凉意
随风飘送，吹得人周身舒泰，心
情也爽爽的，这样的氛围正适
合读书。白天，在人海里忙碌
穿梭，没有时间驻足看一下周
围的风景，唯有夜晚，时间是自
己的。此时，静坐桌旁，一边啜
着绿茶，一边品着书香，这是何
等美妙的事情。

捧书在手，墨香萦绕，茶香
氲氤，心儿无比欢快。优美的
故事，动人的传说，名人掌故，
不朽经典，字字珠玑，入脑入
心。读至动情处，禁不住叹曰：
与我心有戚戚焉！更喜那隽永
文字，如拨动的琴弦，抑扬顿
挫，让思维的琼浆丰盈我的大
脑。尤爱读至忘情处，心儿与
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同欢同
歌，仿佛自己就是书中人，书中
人就是自己一般。

秋夜，月华如水，淡淡的，柔柔的，像母亲轻
抚着摇篮里的婴儿，温柔地透过窗棂，把银辉泼洒
在书房里。静谧中，唯有“沙沙”的翻书声，蟋蟀

“唧唧”的鸣叫声，叩击着耳膜。这时断时续的声
响，为静寂的读书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就像听久
了交响乐，恍惚间，突然换听一首唢呐独奏，你紧
绷的神经一下就会松弛下来，陶醉在一张一弛的
境地里，欢畅无比。

我以为，读书的最高境界是由文字领悟到
思想，再由思想浸润到心灵。秋夜，万籁俱寂，
正是这种俱寂，给了我思考的时间，也正是这种
思考，让自己能腾出心灵的空间，让鲜活的思想
和昂扬的精神入驻心房，由“旧”我变成一个全
新的自己。

秋夜品书分外香。宁静的秋夜，端茶在手，
展开书卷，有星光长伴，有秋虫长鸣，一点也不孤
单，更不会寂寞，相反，在物我两忘中沉醉在浩瀚
的书海里，实在是读书人最美的一件乐事。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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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小
兵

不 知 我 这 做 法 算 不 算 集
报？我爱写稿，60 多年几乎未间
断过，报刊上用的“地板砖”“豆
腐块”超过万篇，样报样刊自不
在少数，于是，我便有选择地将
他们收集起来。如此集报，虽比
不上“集报大家”来路广，可我集
的报刊都与我有“血缘”关系，故
觉更亲切，更有意义。

我 收 集 的 样 报 样 刊 来 路
大 体 有 三 ，一 是 自 订 报 刊 ，像
县市报刊及一些我经常用稿的
报 刊 ，每 年 都 自 订 几 份 ，一 有
用 稿 就 看 到 了 。 二 是 报 刊 社
寄 ，这 是 主 渠 道 。 收 到 那“ 信
壳 儿 ”便 欢 喜 的 不 得 了 ，立 马
拆 开 翻 看 ，宝 贝 似 的 藏 起 来 。
三是四处寻找，有些报刊社不
寄样报样刊，收到稿费就晓得
哪家用稿了，便到图书馆及有
关单位个人那里讨要，或者网
上查找翻印。对刊用同一稿件
的样报样刊，一般都是择其报
刊 档 次 高 的 、编 排 印 刷 好 的 ，
将用稿剪下来，在每篇稿子上注明报刊名、用稿日
期 、期 刊 ，然 后 ，分 门 别 类 贴 在 已 装 订 并 设 计 好 封
面、前言的新闻通讯、散文随笔、杂文评论、老人家
庭、休闲健身、经验论文、书法摄影等空白簿上。一
本贴完，再贴第二本。如今已贴 25 本。这一本本厚
厚 的 精 美 的 剪 贴 簿 ，就 像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大 开 本 书
籍，既不花多少钱，又同样起到集辑、收藏的作用，
文友来了，让其看看；要找资料，随手翻翻；自己闲
时，摸摸瞧瞧，心里不知有多甜哩！

有些样报样刊，用的都是我的一些“小玩意”，
“分量”不重，我没有剪贴，但我觉得其报刊“来头”不
轻，或者比较稀少，便把它们留下了。这么多年，几经
搬家，几经减缩，日前整理书橱，数数仍有不同报刊五
六百份。如；《中国经营报》《中国农村经营报》《中外
商人报》等等，我们盐城地方报除《盐阜大众报》《盐城
晚报》《盐城广播电视报》外，也有：《沿海经济信息
报》《信息之窗》《东方生活报》《盐城工商报》等等，久
存在书橱里，老伴嫌“占”地方，几欲卖给收废品的老
王，都被我拦住了。我说，这类报刊，有不少已成绝
版，它记录文化，见证历史，以前处理不少已很可惜，
以后说什么也得珍藏好。不仅我们这辈子，还要好好
关照孩子们。

而今我 81 岁了，发稿用稿比过去少、样报样刊也
少了。尽管互联网查找用稿我也会，但对报刊社寄来
的样报样刊更情有独钟，以后也会继续一份不落地予
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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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洪
武

如今，读书是很平民的事。床头、案上、桌边放
几本书，想读时伸手可触，闲暇时翻上几页，实在是
静心、解乏的不二之选。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对读书由厚到薄有更精辟
的论述。华罗庚所说的“厚”和“薄”，是对知识的延
伸与总结，并不是真实意义上书页的“厚”与“薄”。
书读“薄”了，就是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深刻透彻的
理解，通过归纳、总结，本来厚厚的一本书，就可以
概括到几张纸上，这样就感到书本变“薄”了。读
书，其实就是一个知识消化的过程，消化了，书当然

“薄”了。
“厚”，就是瓷实、厚重，是潜在的力量。它的

外在表现，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种气质，表现
为风雅、自信、理智、朝气、才情……正所谓“书味
深者，面目粹润”。读书的本质，是自我修炼的过
程，修炼的科目，有品行，有意志，有修养，有胸怀
……这才是读书的意义所在。

书读“薄”了，人读“厚”了，这一“薄”一“厚”的
转换，意味着内在的成长，文字的汁液必将茁壮筋
骨，足以抵挡人世的敲打和摇晃。

书读“薄”了，人读“厚”了
□ 刘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