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看点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融媒编辑：孔香翠04 YONGKANG DAILY

这些天，市民傅歆娴将 3 周岁儿

子小澈的绘本进行整理，准备送一些

给朋友的孩子。她大致数了数，家里

已经有近400本绘本。

“我们家有很多绘本，主要是孩子

喜欢看，他每天都会拿着书来找我们一

起看，晚上睡觉前也一定要看。”傅歆娴

说，从孩子 6 个月开始，她就有意识地

给他买了些绘本，培养孩子从小阅读的

习惯，“这不，我又给他买了6本了。”

不少家长认为，与上一代相比，现

在的孩子有着更丰富的读物和更好的

阅读条件。但事实上，这样的条件并

不是单单依靠家庭来创造的。

4月22日，龙川小学二（3）班学生

应佳荟在读书课上过起了生日，班里

的 36 名小朋友都收到了她送的一本

书籍。“每当有孩子过生日，都会买本

书送给同学们。这已是班里孩子之间

的一种默契了。”班主任应泽鑫说，过生

日的孩子以送书的方式向同学表达为

自己庆生的感谢，孩子们也常常会因为

收到新书而开心。一年下来，孩子们积

攒的书籍达到了可观数量。此外，遇上

文字较多的读物，应泽鑫还会以漫画板

书的形式将内容呈现在课堂上，让低年

级的学生能更好地理解阅读的内容。

事实上，阅读已成为我市语文教

师日常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举

办各类阅读活动，也成了各中小学十

分重视的工作内容。

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市不少学校

都在开展与世界读书日相关的活动：

大司巷小学教育集团芝英小学孩子在

读书日活动上共读《应氏家规》，感受本

土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做到了千年

古城历史文化的传承；大司巷小学的同

学们制作起了独具特色的书签，为阅读

加入了动手的乐趣；人民小学和实验小

学都制定了为期1个月的读书月活动，

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开展阅读

活动⋯⋯

青少年阅读习惯培养蔚然成风

“从历年的数据看，我市图书借阅

总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4 月 22 日，

市图书馆副馆长孙璇告诉记者，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市图书馆在中

午、傍晚时段闭馆。疫情严峻时期，市

民钟爱的“悦读吧”也需要闭馆，但尽

管如此，市民的阅读热情只增不减。

据了解，市图书馆去年的借阅总量

达 40 万册，较前一年增长 26.3%。从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历史记录分

析，去年，市图书馆图书借阅排行榜排

在前 5 的书籍分别是《莫达维的秘密》

《鹿鼎记》《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和《红

楼梦》，平均借阅次数超过了 40 次。5

本热门借阅书籍中，有3本是金庸武侠

小说，可见永康人对金庸小说的钟爱。

“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直都位于借阅

排行榜的前列。”孙璇说，“随着我市阅

读场所的不断增加，全民阅读的氛围逐

渐浓厚，基本上各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

图书馆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目。”

目前，我市共有1座图书馆，16个

镇街区图书分馆，6座“悦读吧”。“悦读

吧”作为我市高品质阅读服务阵地，自

2018年设立以来就备受市民关注和喜

爱。去年，我市“悦读吧”还以自助型无

人图书馆的亮点登上了央视新闻频道。

随着全社会阅读意识的不断提

升，原有的几座自助型图书馆已不能

完全满足群众的需求。为此，2022

年，我市还将新建 2 座“悦读吧”。另

外，我市在 2016 年就已经推出了“书

香永康”公共数字阅读平台，为市民提

供上百万种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

视频和电子报纸等电子资源，市民只

需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就可以

进行图书馆的资源查询、图书续借，还

可在平台上实现电子书的管理和下载

功能。据了解，目前该平台去年点击

量达到了 30 多万次，电子书的下载量

达到 8 万多次，为我市普及电子化阅

读、推动全民阅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民的阅读热情只增不减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各个不同的国家都会
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我市的整体阅读状况如
何？市民都通过哪些方式来阅读？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借阅总量逐年递增 阅读活动日趋丰富

全民阅读将成永城新名片
本报讯（融媒记者 马忆玲） 4月20

日，一场云荐读活动在古山镇前黄村录

制。我市多所学校的少先队员代表沉浸

式演绎红色经典。今天下午，这场云荐读

活动将在线与全市少先队员共享“悦读”。

此次“喜迎二十大·一起读党史”永

康青少年“世界读书日”云荐读活动由团

市委、市融媒体中心、市少工委、市青少

年宫联合举办，主要围绕 5 本适合青少

年阅读的党史书籍展开。前黄村也摇身

一变成了“党史书籍漂流站”。一本本红

色读物借由写、唱、说、演、谈等形式，在

村子的不同场景里得以立体呈现。

“这本传记涵盖了我外公生前的档案

资料、战斗回忆等，愿孩子们能从这本书

中了解到一个更全面真实的李立卓。”前

黄是革命烈士李立卓的故乡。活动现场，

李立卓的外甥徐新建带着自己撰写的《李

立卓传》，与大家讲述写作背后的故事。

前黄村革命博物馆前的长廊上，鼓

声高亢激昂。永康鼓词传承人童跃明

拿着鼓箸和盆鼓，陶醉地哼唱着《党史

赋》。该赋取材自军旅作家王树增的

革命巨作《长征》。战火硝烟已然消

散，长征精神却在独特的鼓词唱腔中

穿越时空，震撼了坐在一旁聆听的少

先队员们。

村文化礼堂前的草地上，市委党史

研究室业务科科长卢俊英坐在石船边，

捧着一本《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侃侃而

谈。她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党史故事，讲

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让那些膝

下围坐着的孩子听得入迷。草地左侧还

有一座红星雕塑，活动现场，它也恰到好

处地成了节目“背景墙”。12 名来自大

司巷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化身站岗放哨的

少年英雄，载歌载舞地“引”出了作家李

心田的经典著作《闪闪的红星》。

说起红色经典，大司巷小学三（4）

班学生徐若晗滔滔不绝。带队的校少

先队大队辅导员王吟雪告诉记者，徐若

晗所在的班级读书氛围向来很好，经常

开展红色诗歌朗诵、红色主题书签制作

等课余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党史阅读。

另一边，烈士故居廿间头里还上演

着一出舞台剧，实验学校的少先队员用

稚嫩的演技、真挚的情绪再现了《红色故

事 100 篇》一书中《母亲送我当八路》的

故事。“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之前在学校

演过课本剧。”六年级学生应浩萱不假思

索地表达了对这种阅读方式的喜爱，“把

书本里的故事演出来，能让我更快理清

故事脉络，更好领悟文中的历史背景和

人物情感。”

“我们早早就开始筹划今年的‘读书

日’活动了。”市青少年宫主任陈永全程

忙前忙后。为了区别于往年的“读书日”

传统项目，他一直在探寻别开生面的活

动形式。“我们提前对阅读场景进行踩

点。前黄村是永康革命的摇篮，红色氛

围浓厚，孩子们更能沉浸其中。”之所以

让学生们参演，陈永也有一番思考，“我

们希望以雅俗共赏的方式科普图书，同

时也借这次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在多

样化的阅读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榜样

力量，树立正确党史观。”

大司巷小学教育集团芝英小学开展共读《应氏家规》活动

沉浸式演绎
红色经典

全市少先队员云享“悦读”

3周岁的小澈正认真阅读绘本

“两个孩子都喜欢阅读，而且书的

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市民吕

盼家中有两个小朋友，在他看来，现在

小朋友的读物和自己小时候相比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小时候如果看武

侠小说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现在

的小朋友阅读面都很广泛，涉猎的知

识也很丰富。”

在不少市民看来，孩子阅读习

惯 的 培 养 已 经 成 为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事情。

“将来的社会一定是知识型的社

会，像我们一样靠点‘小聪明’赚钱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小孩一

定要拥有宽广的知识面，拥有学习

和创新的能力。”企业主周方认为，

近年来，智能制造影响着各行各业，

加上市委、市政府对五金产业转型

升级的号召，知识的重要性得到了

普遍认可，因此对于下一代的培养

也更加重视，而阅读正是大家普遍

认可的一种学习方式。

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今

年，我市还将力争新建 2 家以上“悦读

吧”、新增 4 家以上镇级图书分馆，实

现150家以上“e家书房”进文化礼堂，

进一步构建“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阅读意识不断增强，阅读环境逐

步提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民阅

读将成为永康的一张新名片。

融媒记者 胡锦

我市构建“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应佳荟送给同学们的《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永康鼓词传承人童跃明演绎《党史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