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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台赛上擂台赛上 比学赶超奋勇争先比学赶超奋勇争先

射阳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年轻城市射阳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年轻城市，，但耕但耕
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一路相随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一路相随。。

射阳县委书记吴冈玉在县领导所在的射阳县委书记吴冈玉在县领导所在的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工作群中明确表示工作群中明确表示，，““领导干部是领导干部是
阅读第一推广人阅读第一推广人。。””

近年来近年来，，射阳县把每月开展学习研讨作射阳县把每月开展学习研讨作
为县委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形式为县委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形式，，引导党委引导党委（（党党
组组））带头学带头学、、深入学深入学，，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机关建设蔚然成
风。今年上半年各级党委（党组）开展学习研
讨400余场次，“耕读海上”“红色新潮”“书香
政协”“阅读悦健康”等特色品牌吸引更多读
者深度参与，射阳县检察院“鹤乡检韵”职工
书屋获评省职工书屋示范点。

不仅仅是机关，在农村，4400个农村大喇
叭，253处公共阅报栏，147家农家书屋“下一
楼”，一处处乡村新兴阅读打卡地走进视线。
阅读推广人积极组织系列阅读活动，制定阅
读菜单，打造阅读品牌，着力打造“党委领导、
业界支持、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全民阅读
推广体系。

为了发挥阅读推广人示范带动作用，持
续激发全民阅读热情，射阳县举办“品读射
阳·书香溢夏——全民阅读推广人擂台赛”，
以比对标、以赛促干。一个半月里，阅读推广
人攒足了劲儿，比干劲、亮实招、秀成果，朗
诵、情景剧、快板说唱、小品等节目精彩上演，
展现了新时代射阳阅读推广人的风采。“8月
25日的总决赛，线上线下超过30万人次参与
活动。”射阳县全民阅读办工作人员邓亮说。

什么样的书屋能称之为最美农家书屋？
在盘湾镇2022年度最美农家书屋评选赛上，
能找到答案。盘湾镇阅读推广人带来情景剧
表演，展现农家书屋和全民阅读工作特色亮
点。“办好农家书屋，推进全民阅读，阵地、设
施、人员、活动缺一不可。我们村阵地、设施
不突出，就把重点放在人员和活动上。”新沃
村宣传文化管理员王立兰说，射阳县一季度
全民阅读指数模拟测评 238 个村居，新沃村
排名全县第二。

1个品牌做领航，“书香长留”寓意广；14
支阅读志愿服务队，带着群众在院子里、在树
荫下读书，阅读理念渐入人心；举办“‘童’沐
春风‘悦’享未来”“端午河畔读书声”等N场
活动，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长荡镇的

《“数”说小镇阅读美》，道出了该镇推动全民
阅读的创新举措和亮点成果。

“擂台赛是一个互学互比互促的大舞台，
把大家身上的潜力都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
拿出了看家本领，也比出了成就感、干出了收
获感。”来自长荡镇的阅读推广人王珊珊说。

“阅读推广人来自基层一线，他们进学校、
到车间、奔田头，把阅读的种子种在群众心田，
生动展示让阅读从‘书房’走向‘田野’的基层
实践。”射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磊说，“希

望他们以擂台赛为新的契机，相互学习、相互
借鉴，优化推广方法、拓宽路径载体，精心培树
阅读推广品牌，全力提升居民阅读指数，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农家书屋 让精神粮仓“满”起来

和城市相比，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较为薄
弱。那么，补齐全民阅读短板，农家书屋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位于特庸镇的王村村是全国有名的优质
蚕茧生产基地，村里的“织梦书屋”见证了王
村村从“桑蚕织梦”到“破茧成蝶”的故事。

每到节假日，小小的书屋时常传出琅琅
书声，那是乡贤、退休教师在为孩子们举办公
益课程和阅读分享活动，书屋管理员还给前
来阅读的学生提供英语、绘画等学习指导；王
村村蚕桑产业发达，蚕农们每每遇到难题，总
会第一时间走进书屋“充电”。

在村民潘虹眼中，“织梦书屋”不仅是农
家书屋，还是传承“蚕桑文化”的主阵地；这里
不仅是培养志愿者、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
的基地，还是居民学习交流、休闲娱乐的理想
场所。“村里常常邀请文艺名家、乡贤等走进
书屋，开展各种阅读、讲座、辅导等文化文艺
活动。”

8月20日，在四明镇新港村农家书屋，老
人们围坐一圈，宣传文化管理员路恩欣捧着

《水乡群英》，正在讲述革命烈士戴曙光的故
事。“老人爱听故事，我们经常给他们讲红色
故事、干事创业故事，也会以‘板凳讲堂’的形
式开讲。”

为了让村民们爱看书，路恩欣动了不少
脑筋。“暑假，组织了‘漫画童年’活动，让孩子
们画出自己的童年。村里养殖户多，于是选
购了不少养殖技术类书籍，还邀请农技专家
结合书本，给农民上课、答疑。”“听专家讲，就
是不一样，书本里的知识更容易懂了，养殖技
术也提高了。”这两年，养殖户丁林法生意越
来越红火。

王村村、新港村只是射阳推进公共阅读
空间供给建设，把书屋开到群众家门口，构建
良好阅读生态的缩影。在射阳，令人感动的

“织梦”活教材俯拾皆是：船员金龙维海上勇
敢救人，用点滴善举诠释真善美；蚕桑合作社
理事长石正江带领社员致富，实现人均收益
约8万元；徐亚飞送关怀、送温暖给邻居丁凤
群，全心全意帮助他人……

阅读、启发、分享，让感悟走出书本，融入
日常生活，化为人们的言行习惯。“每一个人
都可以是阅读推广人，第一步总是很难，往后
的每一小步，都是延伸的书页。”邓亮表示。

书香满城 一群人带动一城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
听到的是《静静听吧》，今天我们将听到射阳
县人民医院周少青的诵读作品。”8月12日上

午10点半，射阳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尹鑫的
声音准时在FM105.7兆赫响起。

“节目的初衷是通过音乐、讲述、诵读，把
《静静听吧》办成一本‘好听的书’。”尹鑫经常
和诵读人谈感受、谈理解，深挖背后的阅读故
事。“从诗词歌赋到散文经典，从历史典故到
人物传记，我和听众们一起在电波里感受文
字的力量。”

阅读推广很难立竿见影，需要更多潜移默
化的推动。开播四年多，《静静听吧》播出1200
多个诵读作品。节目组还把阅读触角延伸到
乡镇，让偏远乡镇学校的师生走进直播间。

在射阳阅读推广人的队伍中，有十多岁
的少年，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有阅读
情怀，更有热情让更多人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中的美好和感动。

一双“铁脚板”、一张“唠叨嘴”，说的是年
过七旬的“中国好人”张同祥。这些年，他组
建农民快板队和百姓名嘴工作室，紧跟时事
热点、聚焦群众生活，创作 400 多首快板段
子，开展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向千家万户传
播党的声音，用一只话筒讲述读书的故事。

活到老、学到老、不服老，作为市优秀乡村
阅读推广人，张同祥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不断精
进自我，与时偕行。“新媒体时代，我也紧跟潮
流，在抖音、微信公众号上倡导群众多读书。”

典型引领，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带
动一座城。家在临海镇的“盐城好人”付强从
书中汲取营养，并将之转化为一种积极向上
的力量。六年前，他腾空自家4间门面房，先
后耗资6万余元办起了“付强文化之家”，里
面有农家书屋、棋牌休闲室、体育活动室，供
周边居民免费使用。

“付强文化之家”的图书从最初的几十本
增加至4000多册，来看书的村民也从每天几
人到现在的每天二三十人。83岁的临海镇八
大家社区村民袁康荣是“付强文化之家”的常
客，“有了书屋后，麻将也不打了，时不时来坐
坐，看看书。”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读书习
惯的养成也要从娃娃抓起。射阳县教师发展
中心小学研训室副主任陈立飞此前做语文老
师时，喜欢在课堂上和孩子们分享喜爱的图
书。“看到那一双双发亮的眼睛，我深切感受
到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被点燃。随着阅读量的
提升，孩子们的作文总带给人惊喜。”

陈立飞曾推动一本校园杂志的创办，学
生都以作品在杂志上刊登为荣。“想要写出好
文章，海量的阅读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孩子们
必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而阅读习惯的
养成，将使人一辈子受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射阳全民阅
读工作走深走实，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阅读推广的大家庭中，让阅读像蒲公英的种
子，飞向鹤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氤氲出有爱
小城独特的文化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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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尚读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如何让城里
洋溢着书香、乡间回荡着书声？这离不开阅读推广人的
推动。

今年以来，射阳县以“朗读者在射阳”系列活动和“声
音里的美好射阳”品牌阅读为引领，依托村居宣传文化管
理员、部门单位阅读爱好者，组建了一支 350人的阅读推
广人队伍。他们作为“传播阅读理念、培养阅读兴趣、提
升阅读能力”的重要力量，携一缕书香行走在城乡之间，
引领着这座有爱小城的阅读风尚，让阅读从“书房”走向
“田野”。

如今，阅读已成为小城人民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
润物无声地提升着城市的气质面貌和市民的精神素养。

有爱小城有爱小城

射阳县安徒生童话乐园太阳花书屋射阳县安徒生童话乐园太阳花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