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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象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三千年前，周公在西岐制礼作

乐，点亮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三千年

后，在礼乐文化的发祥地，宝鸡相继

建成宝鸡文化艺术中心、宝鸡大剧院

等一批大规模、高档次的公共文化设

施。其中，建筑面积近 2.8万平方米、

藏书总量超 150万册的市图书馆，成

为许多宝鸡人心中的文化殿堂。

如今，市图书馆几乎每天都吸

引数百名市民前来“打卡”——不为

拍照，只为尽情享受阅读的美好。工

业风格的阅览室里，明亮的光线、琳

琅满目的书籍、全神贯注的读者，组

成了一幅静谧而和谐的画卷。在一

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王晨是市图书

馆的常客，对她而言，这里“满室书

香惹人醉”，称得上是心灵的归宿、

精神的家园。

书香满溢的不只是市图书馆，

近年来，我市围绕“书香宝鸡”建设，

大力推进阅读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使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阅读是灵魂的净化，阅读是精

神的滋养，阅读能引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4 月 8 日上午，宝

鸡市 2021 年中小学读书月活动在

金台区东仁堡小学拉开帷幕。启动

仪式上，该校校长崔婷深情寄语莘

莘学子多读书、读好书，日后成长为

国家的栋梁之材。自 2015 年起，市

教育局将每年 4 月确定为我市“中

小学读书月”，6 年多来，读书月活

动已成为我市实施“新时代·新德

育”铸魂行动的重要品牌，全市中小

学生在阅读中积累丰富知识、培养

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

为进一步丰富全民阅读活动载

体，2020年，我市在全省范围率先开

展“全民阅读基地”命名工作，经过推

荐和评选，共确定宝鸡书城、宝鸡市教

育书店、陈仓区图书馆等16家单位为

“宝鸡市全民阅读基地”。近一年来，这

些单位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

我市全民阅读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新亮点
红色阅读深入人心
如果把宝鸡比作一本书，那么

这本书的扉页一定是红色的。

——因为宝鸡埋藏着红色遗

产。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习仲

勋等共产党人曾在凤县开展兵运工

作，为后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奠定

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为守好红

色遗产、讲好红色故事，凤县特邀专

家编撰《凤州星火》《红色印记》等红

色画册和读本，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掀

起了红色阅读的高潮。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凤县平木镇西山村第一书

记侯军读后说：“革命先辈的故事激

励着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一往无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

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因为宝鸡赓续着红色血脉。

在扶眉战役中，3000 余名解放军指

战员壮烈牺牲。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近年来，眉县退休教师侯省彦遍访扶

眉战役亲历者、知情者，编撰了《红色

英模》《不朽丰碑》《军魂永存》等十余

部著作，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

生动教材。眉县教育部门将其作为弘

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读本，在各中小学

校开展红色阅读活动。青少年读到革

命先烈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事迹，

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精神，发奋学

习、报效祖国。

——因为宝鸡传承着红色基

因。“在这火炬下/ 一只又一只右手

缓缓举起/ 举到齐眉处/ 向那位跟

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 敬了

一个庄严的军礼。”这是宝鸡高新区

高新四小诵读作品《红色基因代代

传》里的一段话。2020 年，该校师生

根据讲述红军故事的课文《丰碑》，

创作编排了红色经典诵读作品《红

色基因代代传》，引导学生诵读红色

经典、传承红色基因，该作品先后荣

获“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小学生

组优秀奖、陕西省中华经典诵读大

赛小学生组一等奖。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

红色阅读更是高潮迭起。宝鸡日报

的“掌上宝鸡”客户端推出《百年党

史·天天读》和《红色领读者》专栏，通

过讲述党史、诵读经典，激发干部群

众干事创业热情；宝鸡市教育书店发

挥“我爱朗读”公益文化品牌影响力，

推出建党 100周年诗词朗诵活动，将

朗读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得到全

市朗读爱好者的关注；宝鸡高新区渭

水苑社区依托全市首家社区红色书

屋，开展红色书籍借阅、红色故事分

享、红色经典朗诵等活动，充分调动

起居民党史学习的热情。

新趋势
数字阅读后来居上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

在那段“宅”在家的日子里，不少市民

养成了在线看书、在线听书的习惯。

诗歌爱好者张文辉就是其中之一，他

说：“不论欣赏诗歌还是创作诗歌，

都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以

前，我从书店买书、向朋友借书，但疫

情防控要求少聚集、少流动，我就开

始在手机上阅读，不但能读到更多好

诗，还能看到网上‘高人’的讲解和点

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数字阅读

正在成为全民阅读的新趋势。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

大数据支撑。4 月 16 日，在杭州举

办的第七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

《2020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报

告》显示，2020 年，中国人均电子书

阅读量 9.1 本，人均有声书阅读量

6.3 本，与此相对的是，人均纸质书

阅读量 6.2 本，同比减少 2.6 本。4

月 18 日，新华社以《从“一卷在手”

到“一屏万卷”》为题，将这一趋势解

读为“数字化阅读将在全民阅读时

代逐渐成为主导模式”。

然而，阅读方式的改变，并不意

味着阅读本身的改变，优质内容永

远是人们阅读的最大追求。在建设

“书香宝鸡”过程中，面对数字阅读

新趋势，我市相关单位积极应变、主

动求变，将更优质的内容，以更适合

的形式呈现给受众。

市图书馆近年来大力推广数字

阅读，并于去年在微信公众号推出

“阅美之声”栏目，每周二和周四分

别推出“经典名篇”和“经典诗文”诵

读，受到市民的关注和好评。眉县图

书馆借助微信平台加载云图有声、优

谷朗读、超星阅读等有声读物资源，

并组织开展线上故事讲读、诗歌诵读

等活动，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全国

“有声阅读示范基地”称号。金台区图

书馆在微信公众号上新《红色故事

绘——连环画中的中国共产党 100

年》，通过 1000 册连环画浓缩展现从

党的初创到新中国的建立、从改革开

放到迈向小康的伟大历程。

四百亩油菜花扮靓紫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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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全民阅读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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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市图书馆看书学习      田艺  摄 市民在新华书店选购红色书籍      罗锐  摄

宝鸡市 2021 年中小学读书月活动启动     鲁淑娟  摄

本报讯 日前，首届紫荆山油菜花

节在凤翔区陈村镇紫荆村举行，四百亩

油菜花迎来盛花期，数万名群众来这里

参观红色遗址、观赏油菜花（见左图）。
紫 荆 村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丰 厚，

1948 年 4 月，“西府出击”战役打响，

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曾在紫

荆村驻扎，并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

会议，部署了攻取宝鸡的作战方案。

依托这段历史，紫荆村建成“西府出

击”红色教育基地，有“西府出击”彭

德怀指挥部旧址等，如今这里已成为

我市各县区党员干部群众参观学习

的地方。为吸引更多市民来村里感受

红色文化，位于紫荆村的紫荆山综合

实践教育基地建成了 400 亩花海观

赏区。花海区以油菜花、葵花为主，坎

崖处穿插种植连翘、迎春花、三角梅、

爬藤月季等花卉，形成春、夏、秋三季

花海景观。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西府出击”

彭德怀指挥部旧址等地参观，文艺爱

好者在村里唱起《跟你走》《最美的歌

献给妈妈》等歌曲，不少游客在油菜花

海中赏花拍照……紫荆村的红色文化

景点和油菜花海相映成趣。  

本报记者 张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