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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该

怎么办？王家新 《在山的那
边》告诉我们要勇于攀登、不
惧失败、砥砺前行，找到属于
自己的光芒……”近日，漯河
小学教育集团“悦读润心”亲
子阅读系列活动——二 （9）
班阅读沙龙在市新华书店举
办。小读者在家长和老师的陪
伴下分享好书，畅谈读书心
得。

这是漯河小学建立家庭、
学校合作阅读共同体的又一探
索，也是该校“书香校园”建
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校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创建“书香校园”为抓手，
用书香浸润教育之路，用阅读
引领学校特色发展和师生可持
续成长。

营造氛围
让学生爱读书

漯河小学高度重视“书香
校园”建设工作，着力打造

“书香校园”环境，开设特色阅
读课程，开展多彩读书活动，
让学生从阅读中汲取力量。

建好学校图书馆。儿童文
学、经典阅读、文化科学……
漯河小学重视图书馆建设，馆
内学生阅览座位160个，电子
阅览室配备电脑66台。目前，
该校图书馆藏书14万册，生均
25 册。2024 年，该校订阅各
种刊物150种、报纸92种。温
馨的布置和舒适的环境，使图
书馆成为孩子们最喜欢、最愿
去的地方。

校园就是“阅览室”。走进
校园，“乐文园”里有点读
屏、朗读亭、红领巾漂流书
廊。各班按照书目质优、类别
多样、数量充足、制度健全、
布置整洁、富有创意的要求打

造个性化阅读空间，满足了学
生随时有书读、随处可阅读的
需求。

多彩活动乐享阅读。每学
期，该校都会举行经典诵读比
赛，学生全员参与。该校每年
举办“阳光少年读书节”，持
续一个月，每名学生都参与，
其间还会邀请儿童作家进校园
指导学生阅读。此外，该校每
年还组织开展“童心向党 党的
故事我来讲”阅读主题活动、

“学习新思想 做好接班人”主

题宣讲活动，引导学生多读
书、读好书，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

浓厚的读书氛围和丰富多
彩的读书活动，使校园成为时
时 能 读 、 处 处 可 读 、 人 人

“悦”读的“书香校园”。

科学指引
让学生读好书

面对丰富多样的书籍，如
何引导学生选择适合的读物，

更好发挥阅读的育人作用？该
校以阅读育人为目标导向，在
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一系列引导
学生读好书的经验。

该校根据一年级至六年级
学生年龄段特点，组织语文
教师编写了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读本——经典诵读》校本
教 材 ， 利 用 每 日 晨 读 等 时
间 ， 由 教 师 引 读 或 同 伴 领
读，用经典促进阅读与德育
深度融合。

该校每学年还聘任语文教

师担任阅读辅导老师，向学生
推荐优秀读物，有计划地开展
阅读教育活动。公开征集学生
喜欢阅读的报纸、杂志、图
书，通过家长会、家委会等征
求家长意见，及时把高质量优
秀读物推荐给学生，充分发挥
课外读物的育人作用。图书馆
每学期编制新书目录和好书简
介，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向学生
和家长推荐优秀书目。

亲子共读
构建家校阅读共同体

阅读对时间和环境的要求
决定了其不应该只局限在学
校，家庭也是阅读的重要场
所。

除了鼓励家长和孩子每天
晚上固定30分钟一起读书、营
建“书香家庭”外，该校还号
召学生和家长举办亲子阅读活
动。目前，已经有多个班级举
办了亲子阅读沙龙，分享交流
读书心得。活动中，老师和家
长带领学生将读书场所从学校
和家庭延伸到图书馆、书店、
城市书房等地。在这些书香氛
围浓厚的环境中，通过畅谈阅
读感受、分享好书，发掘亲子
教育背后的潜力，拉近学生、
家长和学校的距离，构建家校
阅读共同体。

“首先，我们在班级选择几
个爱读书的家庭，组织开展读
书分享活动。活动举办后，将
全班学生以家庭为单位分成小
组，由热爱阅读的家庭带领小
组成员定期开展亲子共读活
动。”漯河小学校长李蕴华告
诉记者，学校以共读活动为基
础，积极构建家校阅读共同
体，让阅读成为全校师生和家
长的一种习惯，让更多人在阅
读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助力

“书香漯河”建设。

漯河小学：书香润校园 阅读助成长
编者按：

12月5日，省教育厅发布河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和中小学“书香校园、
书香班级”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我市两所学校、一个班级上榜，分别是漯河小学、漯河四高和
漯河高中高三理科 （13） 班。近年来，我市全面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漯河”，大力推进
阅读空间建设，加大阅读品牌建设力度，搭建赋能式阅读平台，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近
日，本报记者对这两所学校、一个班级在“书香漯河”建设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行了采访，并推
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该 书 以 河 南 嵩 山 脚 下 的 一
座 平 凡 小 村—— 桃 源 村 的 七 年
之变为主题，描写了在中国网
络 经 济 飞 速 发 展 的 7 年 里 ， 以
村民侯二民、刘宝来、陶三圆
为典型的三代人接力，让百年
桃源村从被扶贫对象到脱贫典
型，直至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最终实现全乡十八村联动
模 式 ， 被 誉 为 “ 中 原 第 一 村 ”
的创业史。

《陶三圆的春夏秋冬》
麦 苏 著

该 书 通 过 主 人 公 的 职 业 视
角，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航
运业的发展变迁，展现了改革开
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滨江
警事》 自 2022 年连载至今，“起
点读书”单一平台累计付费订阅
近 900 万人次，喜马拉雅平台有
声播放量超过 60 万人次，深受读
者好评。

《滨江警事》（第一部）

卓牧闲 著

该 书 讲 述 了 一 个 生 活 在
2019 年 南 京 市 的 高 三 男 生 通 过
无 线 电 台 偶 然 联 系 上 一 个 生
活 在 2040 年 同 一 地 理 位 置 的
女 生 ， 共 同 面 对 末 日 天 灾 的
求 生 故 事 。 该 书 在 “ 起 点 读
书 ” 连 载 以 来 长 期 位 居 畅 销
榜 第 一 ， 先 后 获 得 中 国 科 幻
银 河 奖 、 科 幻 星 球 奖 等 多 项
大奖。

《我们生活在南京》
天瑞说符 著

《万古暖阳》讲述了百年时空
中，谭、孟两个家族两代人之间
的恩怨情仇。作品中，主人公谭
春阳是爱的化身。他对父祖先
辈、对子孙后代、对一切人的
爱，都因他对毕生仇敌孟千秋的
宽宥和爱而得到升华。他对一生
挚爱的妻子白星昱的爱也是如
此。阴差阳错下，白星昱与前夫
所生的小女儿和孟千秋的小儿子
成为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

《万古暖阳》
郭严隶 著

《大 地 芳 华》 分 为 30 个 章
节，通过日常生活与劳作场景，
讲述了华北大地一个普通乡村南
王庄，在农民的辛勤付出和科技
力量参与下重获生机活力的故
事。作者立足当下，从河北省保
定市清苑区南王庄西瓜种植大户
李素环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雪
起笔，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一幅
开阔且新颖的画面。

《大地芳华》
翟英琴 著

学生们在文化长廊读书学生们在文化长廊读书（（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陈猛猛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总

有一些作品以其独特的光芒穿
透时间与空间界限，触动人心
最柔软的部分。2024 年度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

韩江的 《素食者》 便是这样一
部令人震撼、引人深思的佳
作。小说以其抒情而撕裂的风
格，展开一幅细腻而复杂的人
性画卷。

《素食者》讲述了一个中年
女性英惠在经历了一场噩梦之
后突然拒绝吃肉的故事。这一
看似简单的转变，实则蕴含着
深刻的社会寓意。英惠的这一
举动不仅是对传统饮食习惯的
挑战，更是对女性身份、家庭
角色以及社会期待的颠覆。

小说中，作者巧妙运用大
量隐喻和象征手法。例如，

“素食者”这一称呼不仅代表
着英惠对肉食的拒绝，更象征
着她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期
待的颠覆。同时，英惠想象自
己变成一棵树的情节也充满深
刻寓意。树是自然界中的生命
力量，象征着简单、平凡和安

定。英惠通过想象自己变成一
棵树来寻求内心的平静与救
赎。

韩江通过英惠的故事，揭
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
种种困境。英惠的父亲深受军
人思维限制，丈夫是普通上班
族，母亲是恪守传统妇道不发
声的女人。他们都是社会的弱
势群体，但他们的悲欢并不相
同。英惠试图通过拒绝吃肉这
一行为来表达不满和反抗，但
她的这一举动却遭到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压制。

在觉醒的曙光中寻觅真我
之路，从拒绝吃肉这一看似微
小的行为开始，英惠逐渐挣脱
了社会角色的束缚，开始探索
自我存在的意义。她不再满足
于做他人的附属品，而是渴望
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一
过程中，英惠经历了家人的不

理解、社会的排斥。但她从未
放弃，反而以一种近乎决绝的
姿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存在与
抗争。

英惠的觉醒更是对人类整
体命运的反思和追问。瑞典学院
的颁奖词称她“用强烈的诗意散
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
的脆弱”，正是对这部作品最精
准的概括。

在韩江笔下，爱，成为解
除一切困境的“解药”。尽管英
惠的抗争之路充 满 艰 辛 与 孤
独，但正是那份对生命的热
爱、对自由的向往，让她在
绝望中找到了希望、在黑暗
中看到了光明。“人生就应该
像树一样肆意生长却不忘养
育自己的泥土。”英惠选择成
为一棵树，不仅是对现实世
界的逃避，更是对生命力量
的向往与追求。

读完 《素食者》，如同经
历了一场心灵洗礼。韩江用
她所写的故事告诉读者：在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
着救赎之路。或许那条路充满
荆棘与坎坷，但只要勇敢地迈
出步伐，坚持内心的信念与追
求，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的天空。正如英惠所希望的那
样——成为一棵树，简单、平
凡、安定地生长着，却拥有无
比强大的生命力。

《素食者》 不仅是一部小
说，更是一面镜子，让读者在
审视他人的同时也看到了自
己。它激发了我们对于生命、
对于自我、对于社会的深刻思
考。在这个充满喧嚣与浮躁的
时代里，《素食者》如同一股清
流，提醒读者时刻保持内心的
宁静与坚定，勇敢追寻属于自
己的生命真谛。

以素食之名，绘心灵觉醒之景
——读韩江《素食者》有感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从一名学生到成为教师，

一路走来，读书就像一日三餐必
不可少。因为有书为伴，我的生
活一直充实并快乐着。”郑曾洋
告诉记者。郑曾洋是郾城区商桥
镇中的一名语文教师，从小就对
书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郑曾洋出生在农村，小学四
年级之前，除了课本几乎没接触
过课外书。“有一年走亲戚时，
我接触到一本 《十万个为什
么》，随手翻看起来，没想到如
此有趣。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读
书可以这么快乐。”郑曾洋说，
父亲看他喜欢读书，就给他买了
一本《小胖学作文》。他视若珍

宝，反反复复地读，作文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后来，父亲给他订
了一本杂志《向阳花》，还为他
找来《三国演义》《岳飞传》等
连环画。他沉醉在书籍的世界
里，充实又快乐。

考入师范学校后，郑曾洋
除了在教室上课，就是在学校
的图书馆读书。那时候他喜欢
看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
羽生等名家的小说基本看了个
遍。之后，他又开始读 《古文
观止》《史记》《左传》 等。书
中的人物及历史事件深深吸引
着郑曾洋，让他对经典文化产
生了浓厚兴趣。

成为老师后有了收入，郑曾

洋开始买书读。“我第一次领到
工资就买了很多原来梦寐以求的
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书中
孙少平打工背石板，
背上伤痕累累，晚上
依然趴着读书的情
节让我深受感动。”
郑曾洋说。

几年前，郑曾洋
参加了“水韵沙澧读
书会”，不仅认识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书
友，还现场聆听了乔
叶、周瑄璞、叶倾城
等著名作家的讲座。

2018 年 到 2019

年间，郑曾洋多次参加我市举办
的“读经典书籍，做时代新人”
系列征文活动，先后4次获奖。

近期，郑曾洋在读《唐音英
华》《宋词三百首》等。苏轼的
《定风波》，他读过不知多少遍，
最喜欢词中的“一蓑烟雨任平
生”和“也无风雨也无晴”。“想
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
营”……这些都是郑曾洋喜欢的
诗词。“沉浸其中，就会发现诗
词有着无穷的魅力，像纳兰性德
的《木兰花》中‘人生若只如初
见’，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人生中那些不可言说的复杂滋味
都涌上心头，让人感慨万千。”
郑曾洋说。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郑曾
洋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读
书不仅让人内心丰盈，也让日
子充实、生活快乐。阅读的幸
福很难用语言表达，养成习惯
会终身受益。”

郑曾洋：有书为伴 岁月静好

郑曾洋在学校图书馆看书郑曾洋在学校图书馆看书。。

读书感悟读书感悟

《远方的山水》主要写20世纪
90 年代起，浙江由经济上定向扶
贫四川广元逐步扩展到两地全方位
协作的历史进程与取得的主要成
果。为收集资料，陈崎嵘深入一线
采访了250余人，翻阅了上百万字
的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资料，
深入挖掘浙广对口帮扶、东西部扶
贫协作、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中的典
型事例，创作完成此书。

《远方的山水》
陈崎嵘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