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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庆献礼 || 我校举行第十五届读书节活动启动仪式暨冯杰读书讲座 

4 月 23 日，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涵泳经典文化 致敬四十华诞——2024 年黄河科技学院

读书节启动仪式暨冯杰读书讲座”在艺术中心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贾正国，校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创新创业学院院长王文亮，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学院副院

长、国家一级作家冯杰，校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鲁枢元教授、校中原学研究院院长樊洛平教授、郑州鲲鹏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斌、校企合作总监任刚军、图书馆副馆长唐玲、档案馆副馆长韩捷及来自各学

部（院）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活动。整个活动由图书馆馆长丁富云主持。 

 

 

 

 

 

 

 

 

 

 

 

 

 

 

启动仪式上王文亮做了致辞讲话。他强调，读书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不息的优良传统，我们一定

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

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

淀在我们的血液里”。王文亮教授希望在电子娱乐产品层出不迭的今天，全校师生能够坚守读书、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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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好书的信念，在经典中汲取知识，发展自我。 

唐玲代表图书馆汇报了第十五届读书节活动的整体安排。她说，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学校喜迎建校 40 周年、继往开来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图书馆以校庆为契机，协同有关部门和教学单位，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阅读

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书香校园、书香河南的建设，为学校四十周年华诞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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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还举行了王文亮教授图书捐赠和郑州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王思斌董事长的活动赞助仪式。 

贾正国宣布“涵泳经典文化 致敬四十华诞”黄河科技学院第十五届读书节活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后，冯杰以《阅读，丈量更大的世界》为主题，畅谈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作实践，生动地介绍了

阅读的要义及方法。他讲，小时候同外祖父母生活在豫北滑县，长大跟随父母在豫北长垣。他的很多朋友会

打烧饼、烧鲤鱼，名扬烹饪界，他没有这些精湛手艺，不可能靠打烧饼改变人生，就只有读书写文章。他说

他钦佩的作家是艾芜，脖子上挂着墨水瓶在缅滇边境边走边写，崇拜沈从文先生，还专门到过湘西凤凰游

走。沈从文一辈子专注写“湘西”，他深受启发，也就陆续在诗里、文章里写出了一个河南文学地理符号—

—“北中原”，对他而言，文学的出发地和归属地都是故乡。他指出，一个作家丰厚的创作土壤就是生于斯

长于斯的脚下故乡，所能写的是脚下这一块中原厚土。他用生动鲜活的事例、真切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

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历程。冯杰鼓励在座的大学生要养成坚持读书的良好习惯，培养阅读兴趣，持续提升知识

储备和文化素养，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诙谐幽默的语言，全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

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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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教授发表了读书感言，与在座读者分享了读书经验。他说自己读了 60 多年的书，至今还在天天

读。读书是一个长期积累、毕生不间断的事，应当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年，王蒙先生

曾对他说过一句话，读、写，是可以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他铭记在心，即使现在到了古稀之年，读书，仍然

是他每天的日常功课。今天冯杰老师给在座的师生谈阅读，就是引导同学们用眼睛观察世界，用耳朵倾听世

界，用脚步丈量世界，不断地陶冶我们的性情、提升我们的人格、丰富我们的内在的涵养，改善我们的精神

生态，滋润我们的灵魂，真正成为一个有品位、有情致、有深度的读书人。 

 

 

 

 

 

 

 

 

 

 

 

 

 

 

 

 

 

中原学研究院院长樊洛平为讲座做了点评。她谈到，冯杰先生一路走来，读书、访书、画书、写书、出

书，在推动“全民阅读”的时代，今天来做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和学校十五届读书节的“书香校园”的嘉宾，

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一是阅读生活这本大书，用脚板丈量大地，二是阅读中国文化集锦乃至世界

文明集成这本大书，丈量更大的世界。如冯杰所说，要读就读最本真的书。他的散文《乡村的瓦》，曾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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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作家出版社 2016 年出版冯杰散文集《九片之瓦》的封面推荐词是：“往年读

李娟，今年读冯杰！”“他远居僻壤边缘之处，却心守故土，拥有一支俊逸出尘之笔，被诸多文学大腕惊为天

人！”“他是一位被公推为可能与余光中、杨牧、汪曾祺等并列的散文大家。”冯杰是目前在台湾获奖最多的

大陆作家。另外她说我们可以拜读鲁枢元先生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大作《当冯杰遇上汪曾祺》，他对冯

杰现象所做的深度解读，那真是一手漂亮的文章。最后她说冯杰先生带领我们在书香校园读书，读好书，既

要读冯杰老师的名篇佳作、好书奇书，也要读鲁枢元先生文艺心理学、文艺生态学这些开理论先河的大书。 

 

 

 

 

 

 

 

 

 

 

 

 

 

 

 

 

丁富云在总结时说，今天整个读书活动圆满成功，启动仪式环环相扣，气氛热烈。冯杰主席的讲座朴实

生动深刻，很有感染力，主讲精彩，感言、点评到位。她提出：希望在座老师和同学，谨记先生们的讲话和

寄语，热爱阅读，学会阅读，善于阅读，用阅读提升自我，用阅读丈量更大的世界。 

 

 

 

 

 

 

 

 

 

 

 

 

 

 

 

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一起参观了中国画研究院。 

                                                               （参考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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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校庆献礼 || 我校隆重举办“黄河之声——致敬四十华诞”朗诵大赛 

4 月 18 日，由学校图书馆、校团委、播音艺术科教中心联合举办 “黄河之声——致敬四十华诞”朗诵

大赛在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校董事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赵卫东、校党委组织部部长贾福辉、商学部分党

委书记郑月、校团委书记翟利强、图书馆馆长丁富云，副馆长唐玲，档案馆副馆长韩捷、播音艺术科教中心

副主任郭丽娟及各分团委书记、师生代表 1000 余人观看了比赛。 

 

 

 

 

 

 

 

 

 

 

 

 

 

 

 

 

 

 

 

 

 

 

 

 

 

 

 

 

 

 

 

 

赵卫东在致辞中强调，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今天我们举办 “黄河之声——致敬黄科

院四十华诞”朗诵大赛，也恰逢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图书馆等组织带领领广大师生齐颂黄河乐章，深入全

民阅读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黄科院精神，凝聚广大师生的精神力量，助推学校“一二四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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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活动主题贴切当下，意义深远。他希望参赛团队，发扬“逢一必争，逢金必夺”的争先意识，以“敢

为天下先”的闯劲和魄力，展示自我，赛出水平，以实际行动为校庆添彩。 

 

 

 

 

 

 

 

 

 

 

 

 

 

 

 

 

 

 

 

 

 

 

 

 

 

 

 

 

 

 

 

 

 

 

 

 

 

 

 

 

 

此次大赛以“黄河之声——致敬四十华诞”为主题，以黄河诗歌为内容，来自六个学部（院）分团委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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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队深情讴歌黄河精神，致敬学校四十华诞。医学部的《黄河魂》、商学部的《黄河颂》、工学部的《黄河照

耀中国》、国际学院的《黄河黄河》、艺体学部的《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及职业技术学院的《我们的胡

老师》等，他们都以昂扬的激情、饱满的深情、真挚的感情，抒发了爱党、爱国、爱黄河和爱黄科院的豪情

壮志及对学校 40 周年的深情歌颂，仿佛就站在黄河之巅，看到了那波涛滚滚的黄河其雄伟壮观的气势，让

全场观众不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各个参赛团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朗诵，现场评委公正、公平地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随后校团委翟利强书记宣读获奖名单：艺体学部分团委荣获一等奖，职业技术学院分团委、

工学部分团委荣获二等奖，商学部分团委、国际学院分团委和医学部分团委荣获三等奖，将在学校第十五届

读书节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颁奖。 

 

 

 

 

 

 

 

 

 

 

 

 

 

 

 

 

 

 

 

 

 

 

 

 

 

 

 

 

 

丁富云总结讲话中谈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原大地的文化符号，她滋养着中国诗歌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激励我们奋发、奋斗、奋力、奋进。参赛团队通过朗诵作品表达新一代黄科院人不忘初心，牢

记“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办学宗旨，重塑和弘扬黄科院精神，续写新华章，

为推进黄科院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之后她介绍了今年以“涵泳经典文化 致敬四十华诞”为主题的第十

五届读书节活动当前开展的情况，表示继续深入推动全民阅读，努力创建书香校园和书香河南。 

（参考咨询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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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的读书路径与创作成就——樊洛平教授在黄河科技学院 

第十五届读书节：冯杰《阅读，丈量更大的世界》读书讲座的总结发言 

 
尊敬的冯杰老师，尊敬的鲁枢元先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我现在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聆听冯杰老师读书报告的一种心得感受。 

冯杰一路走来，读书、访书、画书、写书、出书，还有作品在海峡两岸屡屡获奖；在推动“全民阅读”

的时代，由他来做“书香河南”的阅读推广形象大使，来做第 29 个读书节“书香校园”的读书嘉宾，可以

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从作家的讲座我们得知，冯杰读 

书，遵循了两条路径： 

第一，阅读生活这本大书，用脚 

板丈量大地。 

特别是在北中原，冯杰阅读了童 

年的故乡，阅读了大地上的庄稼、植 

物、花草，从飞鸟鱼虫到家禽走兽， 

从乡村口语到传统礼俗，从民间百态 

到世间万物……在乡村土地上阅读的 

这本生活大书，最后都变成了冯杰有 

生活、有情趣、有历史、有故事、有 

人物、有风俗、有画面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北中原乡村样貌和语言方式的原生态。 

第二，阅读中国文化集锦乃至世界文明集成这本大书，通过阅读丈量更大的世界。如冯杰所说，“要读

就读最本真的书。”用阅读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以阅读来品味和抵达更美好的艺术境界，成为冯杰的一种读

书自觉。 

正是在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追寻中，多读书、乐读书、善读书的冯杰，经历了自我培养、自

我成长的人生历练，不断开花结果，走出了一条中国文坛“草根作家”读书和成才的道路，也在“读书与人

生”中找到了自己发现生活真谛的所在，找到了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大可能性。 

冯杰的读书、生活，写作，成就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作家。 

作为以乡土写作蔚为大观的作家冯杰，在他那里，怀有赤子之心的乡土诗人，“写北中原的圣手书生”， 

“左手诗画、右手书文”的冯杰，被誉为文体家的冯杰，富有中原乡土幽默感的冯杰，不按理出牌写作的另

类作家，“获得台湾文学奖项最多的大陆作家”……，林林总总的评价，构成了冯杰写作的多种形象。 

    在河南文坛，无论是南阳作家永远写不尽的南阳盆地，还是“背负着土地行走”的李佩甫所钟情的中部

平原，或是刘庆邦无法忘怀的豫东平原，乡土中原始终是众多河南作家挥之不去的原生情结，是他们文学情

感的底色和源泉，也带来他们作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冯杰来自河南作家群，他同样无法割舍这份乡土情

感；冯杰又跃出了“群”的疆域和路径，他以诗、文、书、画兼容并蓄风格的奇特和另类，以体悟民间乡土

读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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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情趣、智慧和幽默，将“北中原”的文化地理名片赫然推出，从此开启了那片承载着他童年记忆、乡

土样貌、民间传统、世俗风情、生命哲学的文学高地。冯杰风趣地说：“我并不是中原的主流作家，主流作

家都是种小麦、玉米这些主粮的，我只是在田间地头种一些黄豆、黑豆、芝麻。”但他笔下种植的那些小农

作物，那种“熟悉、本土、当下的文字”，以新世纪以来井喷式的写作，却一次次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有第一部词典《尔雅》，而冯杰命名为《非尔雅》的集子， 是词典也非词典，却写就了一部关于

北中原记忆和历史风云的“口语版词典”。《北中原》描写的乡村样貌与民间记忆，用李佩甫的话说，是“写

给‛北中原’的情书”。 

由散文《九片之瓦》改名的《乡村的瓦》，曾入选 2006 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作家出版社 2016 年出

版冯杰散文集《九片之瓦》的封面推荐词是：“往年读李娟，今年读冯杰！”“他远居僻壤边缘之处，却心

守故土，拥有一支俊逸出尘之笔，被诸多文学大腕惊为天人！”“他是一位被公推为可能与余光中、杨牧、

汪曾祺等并列的散文大家！”更有深度的评论，我们可以拜读鲁枢元先生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大作《当

冯杰遇上汪曾祺》，他对冯杰现象所做的深度解读，那叫一手漂亮的文章！ 

冯杰的独特和另类，还在于他的创作往往无法归类，具有一种诗、文、书、画“文画同源”的复合之美，

具有一种让人难以把握的文体意识。新作《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是散文，还是笔记，抑或小说，

人们莫衷一是;在编者眼里,这无异于一本无法归类的“蝙蝠书”。作者说它是科幻类，苏东坡从古代穿越而

来，为冯杰写序；又说是“刺猬书”，让评论家不知如何下嘴评论。书中古往今来，现实人间，虚构纪实，

笔墨天马行空；“衣、食、住、行、玩、乐”的俗世生活场景里，烟火气与文人风，宋代人与当代人，穿插

交织于市井街巷；浪漫与传奇，自嘲与调侃，严肃与幽默，亦庄亦谐的语调令人忍俊不禁。一些河南文坛作

家特别是开封东京的文学奇人，都在作品中往返穿梭，就连我们尊重的鲁枢元先生，也被作家拉来“客串”

了一把，为“北中原”地理语汇中的“河北”一词做注脚。这是一本很穿越、很有趣、很文化，很历史、很

艺术、很耐读，甚至颠覆你认知的一本书；世俗生活的行云流水中不乏浪花的激溅，开心幽默之后会让你有

所沉思，有所警醒。 

总之，冯杰老师带领我们在书香校园读书，读好书；我们也很高兴读冯杰老师的名篇佳作、好书奇书，

读鲁枢元先生文艺心理学、文艺生态学这些开理论先河的大书。感谢冯杰老师风趣而幽默、真诚而精彩的读

书报告。让我们大家谨记共勉：莫负人生读书好时光，开卷有益！   

谢谢大家！ 

 

 
 

 

 

 

 

 

 

 

 

 

（中原学研究院院长樊洛平教授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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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光教授做客黄河讲坛纵论“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历久弥新，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依然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为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价值引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滋

养，不断焕发着新的风采，彰显着当代价值。”4 月 18 日下午，中原学研究院与校图书馆在创业讲堂举办

校庆学术讲座，邀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光做客“黄河讲坛”，作《黄河文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学术讲座，我校艺体学部近 200 名师生聆听了这次报告。 

王星光教授从黄河之名、黄河流 

域概况、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黄河 

孕育的主要地域文化、黄河文化的主 

要特征和黄河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等 6 

个部分，全面阐述了黄河文化的形成 

、影响和作用。 

王星光说，在甲骨文中，“河”最 

初专指黄河。先秦典籍《周易》《尚书 

·禹贡》《山海经》《尔雅·释水》等皆 

以“河”指称黄河。东汉班固《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始有“黄河”之名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 

山下的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分南北二源。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

南、山东九省区，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全长 5464 千米。黄河流域的土壤、植被、动物和矿产

资源为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孕育了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王星光说，黄河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河流文明之一，即是由黄河这条万里巨川为标志的生态环境孕育、生

发而形成。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以及黄河历代流经区域的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黄河文化是以黄河流域特殊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载体、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

具有认同感、归属感的文化体系，包含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

与之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丰富内容。黄河文化经历了石器时代的萌芽与初始、夏商周三代的主题文

化形成、秦汉到北宋的繁荣鼎盛、南宋至清末由缓慢发展到逐渐衰落、以及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及至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挑战与再生等 5 个发展阶段。 

王星光说，黄河文化具有根源性和主体性、务实性和淳朴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等主要

特征。黄河文化锻造了中华民族品格，熔铸了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一家，

团结一致的大一统意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和合思想，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不衰，饱受磨难而更强，豪

迈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正是黄河所培育的刚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和品格。 

王星光说，黄河文化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黄河文化孕育形成的儒家思想，是世界文化宝库中

的特异瑰宝，对东亚各国文化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黄河沃土上孕育成长起

来的伟大中华民族，具有和而不同、爱好和平的国民性格，对古代东亚和世界秩序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并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人类和平事业的重要力量。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使人类创

造的文化知识得以最大限度的记载、保存和传播，火药和指南针促进了近代化学和航海事业的发展，诞生于

黄河流域且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黄河流域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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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的陆上丝绸之路使往来商贸络绎不绝，并影响和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通过两条丝绸之路的桥梁

纽带作用，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诸多文明得以交流互鉴、联结和传播，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

人类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 

王星光最后说：“黄河文化历久弥新，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依然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价值引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文化滋养，不断焕发着新的风采，彰显着当代价值。” 

 

 

 

 

 

 

 

 

 

 

 

 

 

 

学术讲座由中原学研究院院长樊洛平教授主持，她说，王星光教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黄河文化卷

的主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和学术影响力。今天，在喜迎黄河科技学院建校四十年华诞

之际，在以“黄河”命名的大学聆听王教授有关“黄河文化”的学术报告，对于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和

荣幸。王星光教授以他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专业的讲授，向我们展示了黄河历史的、生态的、文化的、

现实政治的多层面内容，提升了我们大家对黄河的深刻认知。王教授带领我们所走的黄河文化的学术之旅，

无疑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溯源与学术徜徉。 

学术讲座结束后，王星光教授参观了我校中原学研究院，并捐赠他的《中原科学技术史》《中国农史与

环境史研究》《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嬗变互动》《气候变化与秦汉至宋

元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技术发展》等 5 部著作，以此表示自己对我校四十华诞的一份敬意。  

王星光，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特聘教

授，享受首届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著

作主要有：《中国科技史求索》《黄河与科技文明》《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中原文化大典•科技

典》《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原科学技术史》《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嬗变互动——以夏代至

北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气候变化与秦汉至 宋元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发展》《中国农史与环

境史研究》《郑州与黄河文明》《郑州名人墓祠》等 20 余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黄河文化专题卷”；

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

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 

（中原学研究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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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校庆|“华山论诗——电梯间的诗词大会巅峰赛”圆满落幕 
 

4 月 11 日，由图书馆、民办教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迎校庆/华山论诗——电梯间的诗词大会巅峰赛” 

在中原文化研究院报告厅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吸引了全校众多诗词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在大浪淘沙环节，选手们就展开了精彩绝伦的对决，不仅充分展现了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热爱执着，也反

映了选手们深厚的诗词功底。现场你来我往，互不示弱，一串串诗词脱口而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经过

一个小时的激烈对决，选手焦奥帅与郭少鸽进入飞花令巅峰赛环节，这不仅考验选手们的诗词储备和临场反

应，更能展现 “刀光剑影和封刀挂剑”的角逐：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从

忠肝义胆，到千里婵娟，不断挑战着每个选手诗词储备的极限。观众无不被知识储备雄厚的选手折服，并尽

情享受视觉与听觉的饕餮盛宴。最终，选手郭少鸽成为巅峰赛的冠军。 

 

 

 

 

 

 

 

 

 

 

 

 

铿锵诗华，凝聚了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国韵悠长，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本次“迎校庆/华山

论诗——电梯间的诗词大会巅峰赛”，不仅为广大诗词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一场“便

引诗情到碧霄”的学习和对选手们“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连连赞叹。希望选手们继续徜徉诗词，博览群书，

酬得壮志，携梦远征。                                                     （参考咨询部 供稿） 



 

传递部门动态    服务教学科研                           弘扬传统文化      推动全民阅读 

 

图书馆成功举办“巧用中国知网，助力论文写作”专题讲座 

又是一年毕业季，文献筛选、论文进度、论文查重再度成为当下的热词。为了帮助毕业生解决论文的苦

恼，使大家顺利完成论文收尾工作，4 月 11 日下午，图书馆携手中国知网走进应用技术学院，举办了以“巧

用中国知网，助力论文写作”为主题的专场讲座，活动吸引了近两百名读者到场聆听。 

 

 

 

 

 

 

 

 

 

 

 

 

中国知网河南分公司资深讲师李燕萍老师，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分享。李老师首先从学术论文写作规

范引入，简要介绍了学术论文的特点、要素和写作流程。 

然后，李老师通过大量的例子，以现场演示的方式重点讲解了如何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文献研

读以及引用下载。知网格式精灵、翻译助手、全球学术快报等实用工具，引起了现场同学的极大兴趣。最后，

李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科研诚信要求与学术不端检测的方法。分享结束后，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提问，李老

师逐一耐心解答。伴随着互动环节的结束，整场讲座圆满结束。 

精心准备的课件，细致全面的讲解，这场讲座使每一位到场读者受益良多。尤其是毕业班同学，大家现

场反应热烈，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技巧和方法，对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充满了信心。 

图书馆始终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朋友提供优质的学术资源服务，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需求，未来会继续创新

性地开展各类数据资源服务培训，发挥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 

 

 

 

 

 

 

 

 

 

 

 

 

 

（信息技术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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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图书馆部门工作开展情况汇总 

工作内容 

 

 

 

读者活动 

电梯间的诗词大会 3 期/86 人 

“华山论诗——电梯间的诗词大会巅峰赛” 1 场/74 人 

一小时课堂 2 场/160 

第五届河南省高校主题诵读大赛参赛 报名 2126 人/提交作品 1908 部 

河南省“中科杯”知识竞赛活动大赛 报名 2766 人/4 名学生代表学校进入复赛 

迎校庆征文大赛（济源馆） 1 期/29 人 

七天阅读打卡（济源馆） 1 期/34 人 

“妙笔生书”书评大赛（济源馆） 1 期/22 人 

读者服务 

图书借还量（包括济源馆） 借出 1834 册/归还 4070 册 

参观接待讲解 10 场/100 人 

读者接待咨询（包括济源） 200 人次 

“暖心大白”留言解答 10 人次 

座位预约 12906 人次 

资源推荐 
好书推荐 4 期/12 册 

数据库开通试用 10 个 

媒体宣传 

学校主页新闻稿 2 篇 

学校微信公众号 2 篇 

图书馆主页新闻稿 

 

37 篇 

微信发文/在线解答/阅读量/新增粉丝数 50 篇/384 次/40902 次/424 人 

图书采访 

与编目 

图书编目/加工/典藏 1053 种/1136 册 

新书拆包验收 9885 种/11646 册 

图书捐赠 438 册 

科研图书报销 15 种/17 册 

现刊登到（包括济源馆） 2011 册 

过刊整理、录入、胶装 2812 册 

新图书验收、整理/样本书库整理（济源馆） 8424 册/51830 册 

 

 

 

其它 

 

 

 

 

 

 

 

 

1.按照学校要求，制定和撰写《2024 年度教学单位绩效考核指标》《图书馆 2023 年

度消防和安全生产责任书》《2024 年黄河科技学院重点（要害）部位档案》材料。 

2.组织馆员学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法制教育、消防安全教育、反恐防恐教育等宣传

活动，并及时撰写活动总结上交学校相关部门。 

3.排查馆舍安全隐患，优化馆内环境。一是统计安装 1 至 6 楼防火门上闭门器 30 个；

安装、维修 1 至 8 楼电磁锁；二是协助学校进行空调、水电及风扇、窗纱等维修项目的统

计上报。 

 

部门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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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读者借阅排行榜 

名次 册数 读者证号 读者姓名 专业 
1 17 2303200015 王亮亮 英语 
2 14 2025120098 邓方龙 软件工程(中外课程合作) 
3 14 2315000899 王宇浩 附属中学 23 级 
4 11 2128040098 崔铄 土木工程 
5 9 2101450087 张草 工商管理 
6 9 2228040055 贺文琪 土木工程 
7 8 2201300007 杨凯博 法学 
8 8 2203450282 尹昊 工商管理 
9 8 2303802032 雷敬楠 环境设计 

10 7 2028130093 李亚 工程管理 

文学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三体 刘慈欣著 I247.5/L5902 
2 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 I247.57/Y7555 
3 红色的起点 叶永烈著 I253.1/Y469 
4 文城 余华著 I247.5/Y7559 
5 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著 I267/S02612 
6 余华作品集 余华著 I227/Y755 
7 盗墓笔记 南派三叔著 I247.5/N2407 
8 十宗罪 蜘蛛著 I247.56/z466.911 
9 琅琊榜 海宴作品 I247.5/H0506 

10 我的帝王生涯 苏童著 I247.57/S85315 

社科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走出内向 (美) 杰茜卡·潘著;郑志远, 桔又译 B848.6-49/P080 
2 英语词汇高级逻辑记忆法 黎学智著 H313/L1111 
3 吴晗讲明史 吴晗著 K248.07/W795 
4 邓颖超传 金凤 K827/13 
5 个人理财 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办公室编 F830.59/Z654 
6 英 语 报 刊 阅 读 教 程 =A 

COURSE ENGLISH 

NEWSPAPER *MAGAZINE 

READING 

张健主编 H319/Z125 
7 广告设计 胡川妮著 J524.3/H4551 
8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著 K248.09/D17410 
9 幼儿游戏活动指导 么娜, 胡彩云主编 G613.7/M419 

10 学前儿童游戏 主编杨枫 G613.7/Y172 

自科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设计心理学 1·日常的设计 (美)诺曼著;小柯译;小柯译 TB47-05/N9781 
2 生理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主编朱妙章 … [等] R33/Z869 
3 程序员教程 张淑平, 霍秋艳主编 TP311.1/Z1702 
4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 戴运良主编 TU721/D140 
5 胸腰椎创伤 主编 (美) Carlo Bellabarba, (德) Frank K R681.5/B685 
6 汽车设计 主编赵振东 U462/Z340 
7 三菱 PLC 典型应用实例 100

例 

主编于宝水;参编李春辉 … [等] TM571.6/Y703 
8 FX 系列 PLC 编程及应用 彭建盛主编 TM571.6/P496 
9 怪奇事务所 怪奇事务所所长著 Z228/G539 
10 营造法式 (宋) 李诫撰;方木鱼译注 TU-092/L181 

4 月份图书借阅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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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         

 作者｜余秋雨 

 
 

年轻人要不要读书？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这儿的人都不识字，妈妈从外面来了，她是这儿第一个识字的人，

此后办起了识字班、学校，学校有个图书室，书不多，老师定下一个苛刻的制度，要写 100 个毛笔

小楷才可借得一本书。读书使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家乡的人已经很富裕。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社会关系、机遇、方向的正确选择等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我觉

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偶然看到的几本书，从这些书里面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力量，从而把他拉出了

平庸。只要跨过山坡，人生就不一样了。 

努力读第一流的书 

读书的横向并不最重要，纵向才是重要的。所谓横向就是指各个专业，理工农医等；所谓纵向

就是指梯度，所谓的一、二、三流。各学科的最高等级都是合在一起的。 

像爱因斯坦去世前，有人问他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他说的不是再也不能研究相对论了，而是

说再也不能欣赏莫扎特了。 

从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最高等级，要寻找“山顶”，“山顶”也许永远不会到达，

但光辉会一直照耀着你！ 

 

 

 

 

 

 

 

 

 

 

 

 

看和自己有缘分的书 

有人认为自己出生的地界，国家等等会决定自己的喜好。其实是错误的，出身并不决定你和什

么有缘分，也就是和谁有同构关系。文学无国界，文学是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天域。比如，安徒生是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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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丹麦语也是一个小语种，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你可能喜欢欧美的、日

本的作家，也可能喜欢非洲的。在阅读中寻找和自己有同构关系的书，其实，也是在寻找自我。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 

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

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

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

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

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

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

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

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

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文章来源于：阅读三十人论坛，2024 年 5 月 9 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