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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润泽黄科”——黄河科技学院第十六届读书节开幕 
 

为迎接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4 月 23 日，我校在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阅读赋能成长•书香润泽黄科”

——黄河科技学院第十六届读书节开幕式暨“资源探秘挑战赛”启动仪式。校工会主席、关工委主任陈勇民，

副校长于向东，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王军胜，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崔国杰，各学部（院）、

校团委、图书馆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各教学单位 200 余名师生代表参与。 

 

 

 

 

 

 

 

 

 

 

 

 

 

 

 

 

 

 

 

 

 

 

开幕式上，于向东致辞。他指出，中华民族素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下，阅读已从传统家风传承上升为全民阅读的国家发展战略。2025 年“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再次写入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也是从 2014 年开始，“全民阅读”连续第 12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值此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学校举办第十六届读书节活动，旨在引导师生阅读经

图书馆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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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校园”“书香河南”建设，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于向东向读者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培养阅读兴趣，养成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二是注重阅读质量，不断

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提升能力，提高素质；三是学以致用，将阅读与实践紧密结合；四是积极参与读书

节各项阅读推广活动，以书为友，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在思考中实现成长，在实践中勇于创新，肩负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最后，他代表学校预祝第十六届读书节活动圆满成功，祝愿同学们在读书活

动中收获知识、友谊与成长。 

 

 

 

 

 

 

 

 

 

 

 

 

 

 

 

 

 

 

 

 

 

 

 

 

 

 

资源保障部副部长、图书资源中心主任丁富云说，阅读是民族进步与个人成长的阶梯。黄河科技学院始

终高度重视读书活动，自 2010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五届读书节，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气在校园

内蔚然成风。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战略部署，引导广大学子坚定文化自信、

厚植家国情怀、服务一流人才培养，我校于 4 月 23 日起举办为期 8 个月的第十六届读书节系列活动。她

介绍，本届读书节以“阅读赋能成长 书香润泽黄科”为主题，充分体现“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

及携手读者在阅读实践中实现“书香校园建设、一流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活动紧密结合我校图书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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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学习实际，围绕“找书—用书—读书—荐书”四大模块，精心策划了“资源探秘挑战赛”“电梯间诗词

大会”“真人图书馆”“袖珍讲坛”等十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构建了“检索—学习—思考—分享”的完整阅

读链。活动内容丰富，实践性强、体验感佳、获得感突出。丁富云诚邀广大师生与图书馆携手共进，以书为

舟，启智润心；以书为径，传承文明，共同在书海中遨游，感受阅读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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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副馆长唐玲详细介绍了“资源探秘挑战赛”规则。 

各教学单位领导为本单位参赛的首支队伍授予队标，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了读书节“资源探秘挑战

赛”。 

 

 

 

 

 

 

 

 

 

 

 

 

 

 

最后，陈勇民宣布黄河科技学院第十六届读书节开幕。 

据悉，开幕式后，线上线下系列阅读大赛及相关活动将陆续推出。 

（参考咨询部张璐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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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卢燕一行来我校参观考察 
 

4 月 27 日，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卢燕，副馆长蒋志琳、刘钧等一行五人来我校图书馆考察调研。

图书馆馆长丁富云、副馆长唐玲及各部室主任热情接待了来访人员，双方在务实友好的氛围中交流经验、相

互借鉴、共促发展。 

在实地参观环节，卢燕一行在 

丁富云等的陪同下，先后详细参观 

了读者研修区、多功能服务区、中 

外文工具书库、自然科学书库、现 

刊阅览区、有声朗读区、考研自修 

区等。在座谈会上，双方进行了深 

度交流，丁富云系统介绍了我校图 

书馆馆情，重点介绍图书馆的服务 

定位，强调在“办一所对学生最负 

责任的大学”愿景指导下，结合学 

科专业建设和学生考研需求，不断 

加强馆藏建设、优化场馆布局，打 

造提升学习环境，加强学科服务及数字化建设的体会。卢燕介绍了这次来调研考察的目的和洛阳理工学院图

书馆的基本情况，她说通过此次来黄河科技学院图书馆考察交流，收获良多，认为黄河科技学院图书馆的办

馆经验证明了，“图书馆建设从来不是‘硬件堆砌’，而是‘以师生为中心，以读者需求为落脚点’的系统性

工程”。来访人员对我校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对个性化研讨间、红色文献主题展、二手图书循

环利用、图书馆安静的学习环境、阅读推广活动及图书荐购系统常态化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双方表示，将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搭建两校图书馆间互学互鉴的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在资

源共享、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双方图书馆服务效能，赋能读者成长成才。 

座谈会结束，卢燕一行在丁富云、唐玲陪同下参观了中国民办教育博物馆。 

（文化服务部李愈华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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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协会"书海拾贝，回忆难忘"读书分享会圆满落幕 

 
在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我校读者协会在西操场成功举办"书海拾贝，回忆难忘"主题读书分享会。此次

活动以"书籍与生命的双向对话"为主线，通过文学共读、故事分享、沉浸互动等多元形式，引领同学们在书

香中汲取精神养分，培养以书为镜、照见自我的阅读习惯，进一步推动校园深度阅读风尚的形成。活动由读

者协会宣传部部长唐书旺同学主持。 

 

 
 
 
 
 
 
 
 
 

活动伊始，主持人唐书旺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背景及分享嘉宾。随后，活动在有序的流程

中展开。在书籍分享环节，同学们依次登台，结合自身阅读感悟，分享了各自在书中收获的智慧与感动。现

场听众沉浸其中，时而点头认同，时而陷入沉思，整个会场弥漫着浓厚的书香气息。 

分享结束后，为增进社团成员间的交流与默契，活动还特别设置了团建环节。通过一系列趣味活动，不

仅让同学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了彼此了解，更为社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同学们在书籍中获得了精神滋养，更旨在唤醒青年群体对纸质书籍的敬畏之心，

重新构建深度阅读与生命体验的紧密联系。助力同学们在阅读中感悟人生，在思考中实现自我提升，真正实

现了让文字触碰灵魂、让故事照亮成长的活动初衷。 

（参考咨询部刘俊芳 供稿） 

 

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成功举办“《呐喊》:鲁迅笔下的人和社会”读书分享会 
 

4 月 22 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成功举办了“《呐喊》:鲁迅笔下的人和社会”读书

分享会。应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德峰出席活动，20 位来自不同年级和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参与了活动。 

    读书分享会围绕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深入探讨，引发关于青年阅读以及个人成长的多

维思考。本次活动是"七天共读打卡"的延伸，活动招募了 5 位参与共读打卡的同学，作为读书分享会的主讲

读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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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刻阐述了自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 

    应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德峰与同学们共同参与了为期七天的《呐喊》共读活动。通过深入研读，他

从作品中提炼出八个关键点，并进行了深刻剖析。在解读《孔乙己》时，他由“从来如此，便对么？”引出

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在分析《故乡》时，他结合“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名句，

强调行动创造希望，鼓励同学们勇于实践、不畏失败，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高书记结合自身经历，为

参与活动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阅读分享课。 

 
 
 

 
 
 
 
 
 
 
 
 

在个人分享环节结束后，大家围绕《呐喊》中的“看客文化”现象和 2023 年网络热词“孔乙己的长衫”

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问题，高书记指出，要用辩证思维和长远眼光来看

待这一问题。高书记强调，教育的本质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关注学生作为完整人格发展的基本

需求，包括思想境界、情感体验、能力培养和品德修养等方面。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具有均衡知识结构、

开阔视野、健全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 

 

 

 

 

 

 

 

 

 

 

 

活动最后，全体人员就《呐喊》中的经典段落进行了集体诵读。这声“呐喊”，跨越百年仍振聋发聩，

鲁迅先生的作品始终闪烁着批判与觉醒的光芒。 

   一个人读书，收获的是一种思想。一群人一起读书，就有可能迸发出闪耀的火花。读书分享会作为应用

技术学院读书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调动读者阅读兴趣，引领读者深入阅读，引导读者读经典、感悟经典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吴洁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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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成功举办 

“开卷有益·阅见山海”读书节名著知识趣味挑战赛 

 

为了营造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院师生深入阅读经典，2025 年 4 月 1 日，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携手读

者协会成功举办“开卷有益·阅见山海”读书节名著知识趣味挑战赛，吸引了百余名师生踊跃参与。 

 

 

 

 

 

 

 

 

 

 

 

 

活动围绕中外文学经典展开，设置了五个趣味关卡，涵盖《诗经》《红楼梦》《哈姆雷特》《百年孤独》

等经典文学作品。答题过程中，挑战者在文学海洋里畅游，探索属于名家名著的独特魅力。 

本次挑战赛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师生重温经典文学脉络，激发深度阅读兴趣。许多参赛者反馈，

活动既考验知识储备，又促进了对名著时代背景、文化价值的理解，为日常阅读提供了新视角。 

 

 

 

 

 

 

 

 

 

 

 

 

 

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将以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为契机，持续推出好书共读、阅读打卡、读书分享会等读

书节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形式培养师生阅读习惯，持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文

化氛围。                                                      （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吴洁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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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图书馆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汇总 

工作内容 

 

 

 

 

 

 

读者活动 

电梯间的诗词大会 4 期/264 人 

读者协会“书海拾贝，回忆难忘”读书分享会 1 场/20 人 

名著知识趣味挑战赛（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1 场/100 人 

七天共读打卡（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1 期/30 人 

《呐喊》读书分享会（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1 场/21 人 

读者服务 

图书借还量（包括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借出 2150 册，归还 3919 册 

参观接待讲解 20 场/85 人 

“暖心大白”留言解答 2 人 

座位预约 13491 人 

资源推荐 
好书推荐 4 期/112 册 

开通试用数据库 1 个 

媒体宣传 

 

 

 

学校主页新闻稿 3 篇 

图书资源中心主页新闻稿 

 

9 篇 

微信发文/在线解答/阅读量/新增粉丝数 28 篇/11306 条/23120 次/438 人 

图书的采

访与编目 

中文图书编目 57 种/59 册 

图书荐购/图书查重/荐购图书线上信息回复 200 人/61 人/61 人 

修改问题图书 6000 册 

各书库累计盘点图书（包括应用技术学院图书

馆） 

115014 册 

现刊登到（包括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 1225 册 

过刊加工 2854 册 

 
 

 

 

 

其他 

 

 

 

 

 

 

 

1.图书馆按照资源保障部要求，收集、上交有关资源保障审核评估支撑材料和教师资格证

考试相关材料。 

2.为了保障在馆师生的安全，图书馆不断完善、修改各项规章制度，组织馆员学习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法制教育、消防安全教育等宣传活动，及时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并撰写活动总结

上交相关部门。  

3.为了全校师生更好地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信息技术部对图书馆网页、网站进行建构

和维护，添加新的网站板块；对图书馆电子设备、服务器、流通阅览部电脑进行升级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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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228180189 郑浩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 13 2428040116 李泽华 2024 级应院土木工程 

3 13 2428201021 周静 2024 级应院商务英语 

4 11 2228130177 叶潇 工程管理 

5 10 2228130249 曹国良 工程管理 

6 10 2228130058 樊韶涵 工程管理 

7 10 2428020064 李梓鑫 2024 级应院电子信息工程 

8 10 2428120033 高世杰 2024 级应院软件工程 

9 8 2128040098 崔铄 土木工程 

10 8 2228130238 贺怡 工程管理 

文学艺术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兄弟 余华著 I247.5/Y75511 
2 盗墓笔记 南派三叔著 I247.57/N246 
3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许佳译 I561.44/A76216 
4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I247.5/L8807 
5 十宗罪前传 蜘蛛著 I247.5/z466.91 
6 三体 刘慈欣著 I247.5/L5902 
7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美) 塔拉·韦斯特弗著;任爱红译 I712.55/W520 
8 暂坐 贾平凹 I247.5/J24320 
9 边城 沈从文著 I246.5/S387 
10 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德·胡赛尼著;李继宏译 I712.45/H504 

社科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主编秦振飙 G613.2/Q450 
2 应用文写作原理 柯正来主编 H152.3/K463 
3 朗文外研社新概念英语培养技能 (英)亚历山大(L.G.Alexander),何其莘编著 H31/Y021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陈先达主编 B0-0/C350 
5 理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张秀荣,郭堃,郝景泉著 A0/Z217 
6 格林童话全集·下:插图·中文导读英文版 (德)格林著;王勋,纪飞等编译 H319.4/G2782 
7 明朝那些事儿·第四部:粉饰太平 当年明月著 K248.09/D1749 
8 绿山墙的安妮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王勋, 纪 H319.4/M5641 
9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朱凯利, 冯国荣主编 G612/Z850 
10 家装快速签单与手绘实例 贾森编著 F407.95/J2481 

自科、综合类图书借阅排行榜 

名次 书名 作者 索取号 

1 药用植物:中药专业 宋德勋主编 S567/S760 
2 CAD/CAM 应用基础:制造工程师 2006 吕修海著 TP391.72/L899 
3 糖尿病自我管理 肖新华编著 R587.1/X295 
4 免疫系统 (英) 保罗·克莱纳曼著;孙则书译 R392/K634 
5 流感大历史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著;马百亮译 R511.7/H971 
6 零基础学编程 金学林著 TP311.561/J813 
7 师父教我吃川菜 李作民著 TS972.182.71/L344 
8 中文版 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 网页制作从入门到精通 杨颖, 张永雄等编著 TP393.092/Y312 
9 医学免疫学 主编曹雪涛 R392/C156 
10 生理学 主编王庭槐 R33/W362 

4 月份图书借阅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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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照亮文化强国的星辰大海        

文 / 朱永新 

 

 

 

 

 

 

 

 

 

 

 

 

 

 

 

 

 

4 月 23 日至 25 日，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山西太原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朱永新在大会主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人间四月天，读书好时节。在 2025 年全民阅读大会隆重召开之际，我们相聚太原，以阅读之

名，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全民之约、心灵之约、精神之约、文化之约和文明之约。    

连续四年参加全民阅读大会，每年四月都能够看到来自大江南北的出版人、阅读研究者和阅读

推广人，以及政府部门与公益组织的朋友聚集于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听到各个论坛上关于阅读的

真知灼见与经验分享，内心总是涌动着特殊的情感，充满着温暖和感动。    

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已经推进多年。现在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见：政府部门为全民阅

读提供了政策法规的支持，统筹全局发展；教育学术界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专业的研究，夯实行动根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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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新闻出版界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内容，输送源头活水；社会科学界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构建理论框架；文化艺术界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人生的慰藉，引领精神航向；科技企业界为全民阅读

提供了深耕的力量，驱动形态革新……跨界的交叉融合，使我国构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全民阅读体系，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阅读生态系统。    

4 月 16 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这是面对人工

智能革命重构知识传播形态，全球百年变局重塑世界文化生态发出的文化强国建设的集结号，也是

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的动员令。    

如何充分发挥全民阅读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如何让全民阅读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绽放

新的生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重要课题。             

在此，我抛砖引玉，从三个维度阐述全民阅读如何促进建设文化强国。 

一、建构共识：以全民阅读重建文化，重塑习俗。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理性的信仰，要想真正变成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学者及时对文化传统精华和时代精神丰碑的研究与提炼，同样需要大众不断

将这文化的果实融入生活与习俗。    

从文化到习俗之间的转变，全民阅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阅读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

绝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全民阅读，不同背景的人们在精神共

振、文化共识中，蓬勃发展，共同成长。    

作为国家战略，我们如此重视全民阅读，不仅是重视阅读本身，更是强调全民共同参与的深远

意义——从《诗经》的“风雅颂”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民阅读始终是精英启蒙与大众实践的双

向奔赴。    

正因为阅读是全民共有的交流平台，大家在此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样建构的共识，才是有

根的共识，才真正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正因为全民是在经典重读、经典新读中，培育出文化的深层认同，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密码，共

同的价值和愿景，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才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当文化创造与读者的阅读选择，形成双向奔赴，在共鸣中共振；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各

种作品，浸润为百姓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习俗；全民阅读作为整合社会的柔性力量，就能够成为官方

民间形成社会共识的生成机制。 

二、以人为本：激活文化生态，让全民阅读双向激发。     

今天的全民阅读，是创作者与观赏者的双向奔赴。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有大众与创作团队共同

创造《哪吒》的奇迹，还有更多读者同时为作者的榜样：当快递员成为诗词大王，当农家书屋走出

网络作家，当打工人变身知识博主……    

这一切，无一不在说明：人人皆可成为文化传承的火种，人人皆可成为文化创新的烈焰。人民

绽放的光芒，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      

要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把全民阅读的“任督二脉”打通。    

就像电影《哪吒 2》的奇迹，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心灵的碰撞：大众愿意为优秀创作者提供

的优秀作品买单，大众的认可又激励创作者更加用心打磨作品——这样相互激发的良好循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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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悄然兴起。当网民自动自发地对《哪吒 2》进行传播时，网民承担的是自

媒体的创作角色，所以，这个过程真正实现了“人人创作、为了人人”。    

通过全民阅读的指导和引领，让人们明白文化能够带来的精神享受，比物质上的刺激更纯美、

更持久，让大众明白阅读所带来的获得感、满足感，是在灵魂深处长久激荡的愉悦幸福，我们就把

以人为本建设文化强国的工作，真正落到了国人的心灵深处。    

物质财富的创造永无止境，精神财富的分享也需要随之继续提升。只有引领时代、切合人性、

创造未来的高品质作品，才能够真正成为正能量，引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在重塑社会文化生态的

过程中，全民阅读应该致力于让优质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形成正向循环。 

三、趋利避害：平衡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形成新时代阅读双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过不了

数字阅读这一关，就过不了全民阅读这一关。 

  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来，几乎所有专家都有同一个预言：这是一场数百年一遇的生产力风暴。在时代风

暴席卷之际，所摧毁的不仅是“枯”与“朽”，也有可能殃及池鱼，把人类此前积累的美好毁坏。阅读上，

我们迎来的是一股数字的洪流，很容易形成屏幕吞噬文字的洪灾。我们需要构建阅读文化的屏障，才能保护

文化生态、阅读生态的健康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时间节点上，全民阅读既需要守护纸质图书的智慧芬芳，

也需要驾驭数字阅读的时代浪潮。 

  所以，在全民阅读上，需要系好第一粒扣子的是青少年，还有堕入“网络大海”里的成年人，也需要为

他们系上“阅读救生衣”的扣子。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我们

需要携手社会各界，构建全民阅读新生态。 

  我认为，我们需要纸质图书成为家庭藏书，以实物搭建起知识的体系。同时，用纸质阅读的深度，将中

华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素养，这是其他任何阅读都无法替代的。我们以纸质阅读举行着文化仪式，构筑起文化

的护城河。 

  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数字阅读的优势，释放着拓展性、连接性、便利性、及时性等诸多文化传播

新优势。这样的探索下，数字阅读才会真正成为全民阅读的新引擎，而不是成为深度阅读的对立面。 

  如此，我们以古老经典的纸质阅读构建知识框架，滋养思想根系；用四通八达的数字阅读拓展认知边

界，积极探索未来。纸质阅读、数字阅读，二者犹如阴阳二极，共同构成完整的精神图谱，建设幸福的文化

强国。 

  显然，全民阅读为文化强国助力，远不止这三个维度。时间的关系，无法继续展开。可以说，在文化强

国建设中，在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每一个环节里，全民阅读都在对其进行扩

展，不断地为文化强国的建设汇聚并注入着新的力量——那正是人民群众以精神力量催生的行动力量。 

  各位同仁，在无垠时空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只小小飞虫。庄子笔下“夏虫不可语冰”的认知局限，

恰如时代困境里的人们，容易出现人际的隔阂甚至群体的撕裂、精神的麻木甚至信仰的对立…… 

  但是，同样一只小小虫子，萤火虫只要振翅，生命就能发光——这，正如每个读者的内心被阅读点亮，

从而以个体的光芒，穿越时代的迷宫。当千万萤火汇聚，就能重新确立被时代解构的意义星空。通过阅读，

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光亮，既照亮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能够用自己的光亮去照亮别人、直至照亮世界。 

  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既是文化火炬的传递者，又是文化星空的追光者，还是文化光芒的创造

者，这是个体在阅读中觉醒的成长密码。当个体因全民阅读而形成共识，精神的百川归海必然展现出从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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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正如哪吒那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当全民阅读成为点亮每颗心灵的萤火，每颗心灵都会成为

照亮中华文化的星火，我们的心灵就会随着行动，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作为群体，今天的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东方西方的冲突，而是平等与霸权的交锋、文明与野蛮的对抗。

正是在这历史的坐标里，全民阅读既是个体的自我教育、终身学习，同时也早已超越了个体行为，成为民族

精神的高峰，创新精神的沃土。此时的阅读，不仅是个体的成长修炼，更是文明发展的集体选择。在全民阅

读的征途上，每一句朗朗书声，都是文化强国的时代回响！ 

  推进全民阅读，就是邀请全体国民用阅读为犁，耕耘时代大地，以文明之“文”，行内化之“化”。 

  毫无疑问，14 亿人的星光，就是真正的生命星辰；14 亿人的人海，就是浩瀚的文化之海。在通过阅读

实现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为了人民而推动阅读，为了中国而推动阅读，为了未来

而推动阅读，为了人类而推动阅读。 

  我们坚信，在世界文化的美好宇宙里，14 亿人的阅读之光汇聚，必将照亮文化强国的星辰大海！必将

照亮中华文化复兴的壮阔前程！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略有删节） 

 

图文来源：新华社客户端；2025 年 5 月 6 日转载于“阅读三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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