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燕：关于读书，我曾经看到一
项阅读调查显示，在半数成年国民更倾
向于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时，近一成国民
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三分之一的国
民倾向于手机阅读。“屏”阅读，已与传
统的“平”阅读平分秋色。几年前就有
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读屏时代，青少
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一代；更有人简
单地将读屏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
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事实上，无
须将读屏和读书割裂，乃至对立起来，
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可
非议。“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
长。”有人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感受
到了阅读审美；也有人将视野浓缩于方
寸之间，在手指翻飞的滑屏中获取信
息，同样找到了阅读的乐趣。身在互联
网时代却要固守黄卷青灯，未免显得有
些迂腐。因此我主张阅读多元化，什么
时候什么场合什么样阅读更方便即可。

■柴奇伟：我喜欢读纸质书籍，一
天不读书，就浑身不舒服。不管是用什
么阅读方式读书，我对纸质书籍的爱是
不变的。正如作家奚同发说的那样：人
为什么要读书？人读书是因为对自己的
生活不满意。

■郑曾洋：我更喜欢纸质阅读。因
为我觉得电子阅读就像“方便面”或者

“洋快餐”，偶尔吃几次很新鲜，吃多了
胃就会出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营养不
良。而纸质阅读才是家常便饭，一日不
可或缺。而且，我认为读书是一件清闲
高雅的事情，读书时，迎一缕清风，捧
一杯香茗，执一卷好书，那是多么惬意
的生活啊！我喜欢翻书的感觉，翻着书
页，仿佛能嗅到书卷里那淡淡的墨香。

更重要的是，纸质阅读时，遇到好书或
者好文章，便会被我视若珍宝地收藏起
来，有时间再取出来反复阅读，这也是
电子阅读不能取代的。

■李耀伍：相比随时可以开始“碎
片化阅读”的电子书，我对需要较长时
段完整阅读的纸质书籍依然情有独钟。
不论是在人群穿梭的地铁公交上，还是
在乐声萦绕的咖啡馆茶室里，捧起一卷
书，慢慢阅读、细细品味，那种惬意是
电子阅读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侯世民：我喜欢的阅读方式就是
朗读。小时候没有课外书可读，更没有
收音机、电视机，冬夜里天气寒冷，我
就躲在被窝里，在煤油灯下，给父亲读
小说，常常一读就是半夜。父亲听的是
故事，我读的是一本书。读完了一本
书，我也很有成就感，有说不出的愉
悦；父亲很高兴，也实现了他的梦想。
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在我家灶屋里念
书，被正好路过的班主任老师听到，第
二天他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后来我就更
喜欢朗读了。朗读过的书，记得清、学
得透，好多词汇和句子不知不觉就印在
脑海里，有时候还会不知不觉蹦到自己
的作文里。如今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依
然怀念那些大声朗读的日子。

■黄娜：晚上，当周围安静下来
后，我拿出一本心仪已久的书籍，端坐
于客厅的桌前，静静享受让时间慢下来
的读书时光，读书是需要让心静下来
的，只有让心沉静下来，才能真正走进
书中的世界，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
者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也会选择一个周
末的下午，一个人走进咖啡馆，选上三
两本书，叫上一杯咖啡、一壶清茶，找
个偏僻的角落，像一只猫一样蜷缩在松
软舒适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钢琴曲或
是歌手浅浅的低唱，尽情享受这偷得浮
生半日闲的快乐，用心体会慢下来的时
光，审视自我，倾听内心的声音，获得
精神上的力量。

■安小悠：我只读纸质书。“四壁皆
立架藏书”是我的梦，可随时随手翻
阅。平日读书大致分晨读和夜读，晨起
空气清新，宜有声阅读，读些国学诗词
之类，最爱《诗经》《陶诗》，这是幼时
养成的习惯，是受益终生之事。夜晚读
些小说或散文、随笔之类，现代书海繁

杂，择书尤为重要。世界名著和中国四
大名著不可不读，初读艰涩，但“复行
数十步，便豁然开朗”，且有时读时新之
感。睡前我喜躬身桌椅，在台灯下静
读，将妙语摘抄在本子上，闲时翻看。
夜很静，生活庸碌烦琐，读书让我身心
俱实，精神上有一种超脱的空灵。

■李伟锋：我更爱读纸质书籍。对
纸质书，我有一种不解的情结。没有电
子书的划拉，远离了浮躁与喧嚣，沉浸
在书香纸韵里，怎一个爽字了得。纸质
书更能让我体悟作者心境，其包装、质
感、触感、厚重感，甚至墨香，都能让
我浮想沉思。

■陈猛猛：无论科技怎样进步，我
仍然喜欢阅读纸质书籍，因为阅读纸质
书在获得和电子书相同信息的同时，还
能够感受那种可见可触摸的真实感。读
书时，我总喜欢拿一支笔，一边阅读，
一边在书页上将打动自己的好词好句用
笔标注出来，或是在书页的空白处写几
句当时的感触、理解，这都是电子书无
法做到的。我将喜欢的书本放在床头枕
边，夜阑人静睡不着觉时，随意翻起一
本书来读，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
与纸质书相伴相随是我永远的选择。

■薛桂梅：因为视力问题，现在我
最喜爱的阅读方式就是听书。听书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手机上下载听
书软件；第二种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读
书栏目。第一种方式可以收听完整的篇
目，可以专心致志地听，也可以漫不经
心地听，而且可以重复听，尤其是对于
不理解或者喜欢的片段章节最实用。听
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碎
片化时间来完成，比如做家务时、等候
的间隙、睡觉前等。第二种方式主要是
用来有目的地选择哪些是需要阅读的书
目，因为这个节目时间较短，每期推出
一本书，只介绍大概内容、挑选一些精
华章节句子分享给观众，这样的好处就
是可以迅速了解是否是自己需要的书
籍。这两种方式相得益彰，让我在视力
逐渐衰退的年龄仍然可以享受到阅读的
乐趣。

■华文菲：最近几年，我养成了看
书的习惯，不仅看电子书，还听书，
但最后感觉，最好的阅读方式还是看纸
质书，认真地把一本喜欢的书读完，很

有成就感。纸质书方便实用，不懂的地
方可以重复读，可以将碎片时间利用起
来，可以边读边做读书笔记，写感想，
可以把生字标上注音注解，可以深度理
解和吸收，还可以藏书。我还喜欢做家
务的时候听书，听书不影响做家务，可
以在不知不觉中丰富知识，把时间充分
利用起来，对眼睛也起到保护作用。为
了给孩子做好榜样，我最喜欢的阅读方
式是读纸质书。

■侯淑珍：人到中年的我，因为视
力不好，就尝试通过听书来作为自己阅
读的方式，晚上睡前听一听，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可是这样的阅读方式，就像
雨过地皮干，给自己留不下什么深刻的
印象，更谈不上记住一些美文佳句了，
感觉还是传统的纸质书看着好，品尝着
有温度的文字，享受着作者或主人公的
喜怒哀乐，分享并感悟着主人公的悲欢
离合，也是一件快事。

■薛文君：在电子时代盛行的今
天，我依然喜欢纸质的阅读方式。这种
阅读方式能使浮躁的心渐渐平静，能带
你走进文字的深处。纸质文字有可感
性，可以看到文字，可以嗅到墨香，可
以摸到扉页。这种可感性无疑增进了阅
读者与文字的亲密度和融合度，更容易
让文字走进阅读者的内心。纸质文字可
随处留痕，看到喜欢的句子可随笔勾
画、圈点，甚至可以把一时的感悟随手
写于书头，留下特殊的痕迹。也可以看
到一半时随手一折，留下一条深深浅浅
的痕，犹如自己旧时的老友，再打开时
便是久别重逢，亲切感油然而生。

■贾鹤：科技不经意间改变着人们
的阅读习惯，但也削弱了读书应有的仪
式感和质感。大街上随处可见拿着手机
划拉的低头族，却鲜见手捧书本认真阅
读的画面。相比手机看书的浮光掠影，
我更喜欢纸质书拿在手中的分量，也更
习惯手中有支笔可以随时在我心仪的句
段间留下标识，一个人，一本书，一支
笔，有念天地之悠悠的豁达，却无怆然
而涕下的悲怆。

■下期话题：下河游泳之我见
欢迎读者朋友展开讨论，最好能整

理成300字左右的文字。以“姓名+文字
内容”的形式，发到邮箱siying3366@
163.com，我们会择优刊登。

我喜欢的阅读方式

■吕为华
根据新时代漯河发展的需要，市委提

出了“四城同建”的城市定位和奋斗目
标。打造漯河“名片”、铺陈漯河“底
色”、烹制漯河“味道”、镌刻漯河“符
号”，彰显了漯河自身特色优势、增强综
合实力。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也正是为了实现漯河人民生活幸福感
的普遍提升。因此，“四城同建”不仅是
市委、市政府正确的决策部署，更应当是
我们每一个漯河人同心齐力共创美好明天
的责任担当。

放大特色优势

漯河自古就是水旱码头，历史悠久。
传统交通区位优势显著，文化底蕴厚重，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造就了“中国食
品名城”、“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等闪亮金
字招牌，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有一席之
地。

面对我们奋力拼搏取得的成绩，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放
大交通区位、食品产业、生态宜居、汉字
文化等特色优势，强化以产兴城、以水润
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在塑造“四城
同建”新优势中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建设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要优先
打造现代物流中心、医疗服务中心、职业
教育中心、体育赛事中心、检验检测中

心，不断增强漯河在豫中南地区的辐射影
响力和引领带动力。建设中原生态水城，
要持续做好“河”“湖”“桥”“绿”四篇
文章，让漯河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
绿，尽显自然环境之美、景观风貌之美、
文化特色之美。建设中国食品名城，要坚
持以食品工业“制造、智造、质造”为重
点，着力打造纵、横两大链条，搭建会
展、研发、检测三大平台，完善产销对
接、质量标准、监测预警、安全追溯四大
体系，推动全市食品工业做新、做优、做
强。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要推进汉字
文化传承弘扬、汉字文化标识体系建设、
汉字文创产业培育、汉字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五大行
动”，不断提高漯河的文化软实力。

承续优良作风

优良的作风是保持良好形象、保持强
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自2018年4月底以
来，全市开展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
行动，各级、各部门主动作为、主动担
当，以空前的力度狠抓各项工作推进，取
得明显成效，凝聚干事创业巨大力量，扎
实推进“四城同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是要把“四城同建”作为工作的
“主战场”，作为检验作风的“试金石”。
以作风建设推动“四城同建”，以“四城

同建”项目建设锤炼干部作风。“四城同
建”关系我市改革发展大局、经济发展大
局和产业发展大局。项目建设是“四城同
建”的基础和载体，只有涉及“四城同
建”的重点项目落地生根，经济发展才能
枝繁叶茂，漯河才能更加精彩。所以，各
级党员干部要将作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

“四城同建”项目建设上，主动作为，招
引一批“高精尖”优质项目落户漯河，推
动“四城同建”项目建设实现大突破、大
提速，招商引资实现新跨越。

二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干一流工作，创
一流业绩。面对新定位新目标，党员干部
能否负重前行，担当起实施“四城同建”
的使命任务，需要学习革命先辈追求一
流、勇攀高峰的优良作风，从做好每项工
作、解决好每个问题做起，担当作为。要
敢于同强的比、向高的攀、与勇的争、跟
快的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魄，撸起

袖子加油干，推动漯河高质量城市建设向
一流层次不断迈进。三要加强督导，掌握
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了解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哪个环节执行力不到位，做到工作抓
一项成一项。全市上下要以作风扎实促工
作扎实、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转变。坚持以
良好的工作作风抓好“四城同建”的每一
项具体工作，要反复抓连续抓，长期坚
持，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进。

建设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中原生
态水城、中国食品名城、中华汉字文化名
城，是新时代漯河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愿景
和战略定位，是凝聚全市人民共同为之奋
斗的目标指向，具有战略性作用和全局性
意义。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全力推进

“四城”建设，让漯河光耀河南，以漯河
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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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言我语你言我语

■■想到就说想到就说

快节奏工作生活的当下，快餐文
化十分的流行，极大方便了人们浏览
信息、阅读文章，改变并丰富着我们
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
让更多人不再拘泥于仅读纸质书籍。
那么，当下，哪些阅读方式最受欢
迎？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张卫军
海伦·凯勒的成长自传《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这本书，最触动我的就是老
师安妮·莎莉文开始教育海伦·凯勒的
两章内容，让我对眼前的教育问题感触
颇多。

海伦·凯勒 （1880年~1968年），美
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
家，出生于美国一个小镇，是第一个毕
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盲聋人。海伦19个
月时由于疾病致盲和聋，同时说话也成
问题，一下子被抛进了无边的黑暗，一
向聪明活泼健康倔强顽皮的女孩瞬间变
得无比烦躁。因无法沟通，她的心理问
题越来越严重，变得异常疯狂、顽固和
暴躁，像一头小野兽，对外界充满敌
意。家人可怜她的不幸遭遇，都迁就
她、容忍她的所有不合常理的恶作剧。
她抓人、撕咬人、摔东西，甚至故意把
家庭教师锁在三楼，把钥匙藏起来。

教育孩子不仅需要爱和艺术，更需

要智慧和信念，和孩子斗智斗勇也是教
师的必备课。家庭教师安妮和海伦的第
一次大会战是从饭桌上拉开序幕的。这
顿饭大约吃了三个小时，无疑是一场战
争，是文明战胜野蛮，是规矩战胜任
性，是一个21岁的家庭教师战胜7岁小
女孩的战争。看来有点残忍，但是，这
场战争在孩子的转变中，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最后，安妮提出和海伦单独相
处两星期，不许外人插足。在两周的交
往和斗争中，海伦终于接受了这个家庭
教师，开始了正常人的发展和成长之路。

教育，有时候需要强制，受教育者
需要敬畏和服从。

但是，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教育
的权力逐渐弱化，有哪个父母愿意任由
老师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况且，安妮
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专业知识
的老师。事实上，舍得暂时放开父母溺
爱的双手，会给孩子一生的幸福。当
然，今天我们提倡不能体罚，特别是对

于6岁以上的孩子。
教育需要一种信念，一种执着的力

量。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教师却不
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不得不放弃自己
的教育良知，去迎合自己服务的上帝，
这是教育的一大误区。

孩子小时候比较倔强，有的父母就
得意扬扬，认为孩子有本事、有主见、
有思想，天生是个人才。可等到孩子一
天天长大，我们教育无力了，孩子叛逆
了，想管也管教不了时，才会后悔和反
思。这时候，只能等待自然规律、社会
竞争的压力甚至法律去管教了。

孩子的倔强该不该管教？判断的标

准就是对规矩有没有敬畏之心，能不能
基本敬畏并服从于日常的规矩和道德准
则。孩子 6 岁之前的任性，一般是因为
不懂什么规矩。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
教授告诫家长，6 岁之前要对孩子说

“不”，要让他有过痛哭一顿的经历，不
要让他以你的爱要挟你而无理取闹、为
所欲为。有了这个他无力无助不得不屈
服的经历，在以后的成长中，他懂得在
特殊时候需要让步和妥协，需要适当调
整和改变自己适应社会。

今天，再读海伦·凯勒的自传体的
成长故事，对我们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很
有启发。

痛苦过方能成长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口述人：贾汇川 穆喜才
■整理人：吴凯
为了解库款保卫人与共和国

同成长的光辉历程，激励库款保
卫人牢记使命，为祖国的库款保
卫事业砥砺奋进。最近，我采访
了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两位
从事过多年库款保卫的职工，他
们的名字是贾汇川、穆喜才。通
过采访，我深深感悟到：他们没
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些平凡
的记忆，但他们明白，共和国是他
们心中的灯塔，照亮着他们前进的
步伐；共和国是他们自信的源泉，
赋予他们无穷的力量。这是两代库
款保卫人的心声……

当我和57岁的穆喜才一起见
到 89 岁的贾汇川时，精神矍铄、
谈笑风生的他，让人无法相信他
已近90岁高龄，他说：“我这一生
与库款保卫工作有了不解之缘，
过去，我这样称呼自己：白天我
是人民的老黄牛——每天蹬三轮
车和自行车押运款，夜晚我是人
民的老黄狗——看管国家金库，
现在，我要自豪地形容自己为

“库款盾牌”。

入行时间记得最清

贾汇川是 1951 年 9 月 24 日到
人民银行参加工作的。他说，这
个日子他记得特别清楚，比自己
的生日都记得清楚，因为这就是
那个年代让人最难忘的事，那是
改变命运的时间。参加工作后，
贾汇川住在马路街路南人民银行
院内，后面还有个后花园，花园
里有篮球场。他白天的工作是收
取款，晚上守卫金库，吃饭在单
位食堂，虽然饭菜营养不是太全
面，但能吃饱。闲暇之余，他还
可以到后花园欣赏鲜花、打打篮
球，对于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苦
孩子来说，贾汇川说他还是感到
特别幸福、特别满足的。

对“红薯熟了”记忆深刻

一句“红薯熟了”，是贾汇川
对 20 世纪 60 年代记忆最深的话
语。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我
国连续发生自然灾害，加之国内
浮夸风等原因，造成当时物质极
度匮乏，当时，贾汇川最爱听的
便是电话里的一句“红薯熟了”。
每每到寨内、铁路东等分理处收
入款时，同事们也会很热情地
说：“蒸好的红薯在锅里，红薯熟
了，你过来吃吧。”后来，红薯熟
了，也就成了收入款的代名词，
只要一听“红薯熟了”，贾汇川就
立即骑上自行车到那里收入款。
那时，能吃到红薯，是很幸福的
一件事。

库款没受损失就好

1975 年，漯河遭受了百年不
遇的洪水，连续三天，暴雨如
矢，贾汇川让管理库款人员将库
款点清，用塑料布包严，放在库

房保险柜里，并用沙袋把库房门
堵实。贾汇川就在库房楼顶安营
扎寨，连续5天，他独自在库房楼
顶，不敢离开这个小楼，唯恐库
款有一丝闪失。孤独、寂寞和恐
惧伴随着他，当领导和同事们坐
着木筏给他送来食品和蔬菜时，
贾汇川才放松下来。

洪水退去后，看到分理处由
于地势较高，保险柜没有进水，
国家的库款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后，他发自肺腑地说：“库款没受
损失就好。”

做好传帮带

1981 年初，经过全市招干考
试，穆喜才同志到了漯河市人民
银行工作，从此与贾汇川结下深
厚的友谊。每天早晨，他们一起
把 16 个木款箱搬到一辆三轮车
上，用绳子系好，穆喜才腰里别
着一把五四式手枪，脚蹬款车；
贾汇川佩枪骑上自行车跟在后
面，把款箱送到营业地点。

有一次，他们坐一辆解放牌
汽车到郑州调款，北风呼啸，天
寒地冻，穆喜才准备了两件军用
大衣坐在露天的车后面，贾汇川
怕他冻坏了，就让他跟自己挤到
驾驶室里。那时候，穆喜才很上
进，贾汇川经常鼓励他要趁年轻
多学习文化知识。后来，穆喜才
果真顺利考上了全脱产的大学。
贾汇川说：“我带了小穆三年，相
处得一直挺幸福、挺愉快。”

押款车的变化明显

进入20世纪90年代，除了感
到库房环境、值班条件、值班人
员增多等的大变化外，押款车的
变化让贾汇川记忆特别深刻。

1983 年 6 月，漯河市人民银
行分配了一辆新罗马吉普车，专
用于押运，车里有空调，还有收
音机，让他感到特别开心。但这
辆车特别容易坏，又不好修，不
到两年就被淘汰了。后来，押款
车已经变成日产尼桑·万里特
车，据说这是时任国务委员兼人
民银行行长陈幕华特批的。车里
不仅有空调、收音机，速度还特
别快，人坐着特舒服，到郑州押
款只需要两个小时，所以贾汇川
的记忆特别深刻。

新时代保障机制更完善

进入新世纪，科技的进步有
目共睹，视频监控系统、指纹识
别系统、人脸识别系统、枪弹的
有效改进等，使我国库款保卫工
作保障机制得到极大完善。科技
进步不仅能有效震慑不法分子，
且大大减少了库款保卫人的劳动
强度。贾汇川说：“我和小穆蹬车
子、搬木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小穆作为第二代库款保卫
人，赶上了好时代，希望他能把
这种自豪和幸福化作砥砺前行的
动力，为祖国的库款保卫事业再
立新功。”

两代库款保卫人的心声

■云樵
根据国家推进垃圾分类的有

关部署，垃圾分类已来到每个城
市市民的生活中。该如何推进垃
圾分类呢？个人认为，应有以下
三点认识。

一要认识到推进垃圾分类是
系统工程。要构建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于
一体的全程分类体系，四个环节缺
一不可。所以垃圾分类不能前程分
类标准过细，搞得热火朝天，后程
却反应冷淡，依旧混合处理；要构
建政府主导、行业尽责、全民参与
于一体的全面分类体系；通过政府
部门、公务人员和党员干部带头开
展分类，做好示范效应，继而带动
市民积极参与。

二要认识到推进垃圾分类重
在习惯养成。要科学谋划、循序
渐进，习惯的养成是长远工程，
要全盘考虑、构建长效机制，不
可急于求成、操之过急。推行初
期，分类标准不宜过细，应考虑
群众的接受程度，逐渐推进分类
标准的细化；要持之以恒、持续
推进，从接受新事物，继而到习
惯的养成，必然会经历阵痛。垃

圾分类考验的便是政府治理能力
现代化和应对质疑的能力；要加
大宣传力度，奖惩并重，接受新
事物必然离不开广泛的宣传，使
市民对分类的标准有一个基本的
认识和把握，习惯的养成离不开
制度的约束和规则的严格执行，
令行禁止，严格的执法处罚是垃
圾分类有效推进的保证。在推行
初期，必然的奖励设置和惩罚同
等重要，国内一些城市推出的厨
余垃圾产生肥料回馈市民、“互联
网+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等都有利
于垃圾分类推广。

三要认识到推进垃圾分类的
长期目的是实现“垃圾减量”。通
过垃圾分类推进资源的回收、再
利用和通过分类处理带动环境的
改善都是短期内可以预见的，但
是垃圾分类长期来看，应是推进

“垃圾减量”。在上海，目前就出
现了为了避免垃圾分类的麻烦，
在外卖单中，专门备注着“珍珠
奶茶”少要“珍珠”，不要一次性
筷子等。所以说，垃圾分类就是
为了使我们避免或者减少生活中
不必要的浪费和资源支出，继而
实现“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