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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平湖版

YAOWEN

■记者 陶佳敏

最是书香能致远。明天，是
第 30个世界读书日。近年来，我
市不断打造各种创新阅读推广形
式，拓展阅读阵地、提升阅读服务
供给，培养市民阅读习惯，持续推
进书香城市建设。当前，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已然成为一种新
的社会风尚。
引领风尚“爱读书”

那么谁是我市去年的借阅冠
军呢？市图书馆借阅记录显示，
今年四年级的小读者费骏藤凭借
阅量 490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借阅小状元”。
“从亲子共读到自主阅读，现

在看到孩子爱上读书，我们很欣
慰。”谈及孩子的阅读之路，费骏
藤的爸爸分享道，从还没识字开
始，孩子妈妈就每晚陪他读绘本，
后来他不再满足于倾听，而是主
动捧着书要求我们再讲一个故

事，从《猜猜我有多爱你》到《不一
样的卡梅拉》，亲子共读的时光，
悄悄为他打开了阅读的大门。

如今，这份热爱早已生根发
芽。每周固定去图书馆借阅书
籍，已成为费骏藤“雷打不动”的
习惯。“现在他特别着迷悬疑类图
书，每次抱着一整套书回家，总是
废寝忘食地读。”费骏藤爸爸说。

记者了解到，费骏藤是青少
年阅读的典型代表。目前，我市
各中小学都设置了课外阅读清
单，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推荐
不同的课外阅读图书，引导学生
有针对性地阅读。市图书馆每年
还会举行“我最喜爱的童书”进校
园活动，已将数千册优秀童书送
进校园，供师生阅读。

不止青少年群体，在我市，全
民阅读已蔚然成风。去年，我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全年总接待
读者约 236万人次，图书流通 141
万册，举办“线上+线下”全民阅读

节系列活动 553场，参与读者 71
万人次。
打造矩阵“读好书”

多读书、读好书已成为深入
群众生活的好习惯，那么，哪些书
最受市民欢迎呢？

据市图书馆 2024 年的普通
图书借阅排行榜显示，文学类藏
书最受群众喜爱，借阅最为频
繁。而荣登借阅榜首位的是《明
朝那些事儿》，据统计，该书年借
阅次数为192次。

“通过总体的书籍借阅情况，
能够感受到市民对传统文化、历
史文化的需求不断加深。”市图书
馆馆长谢红叶说，一些可读性强
的书籍更受读者青睐。

为满足读者的多元需求，图
书馆每月还会在一楼大厅设置推
荐书架，像“时光印记”历史类图
书专区便精准契合了《明朝那些
事儿》的阅读热潮，此外还有“个
人成长”专题、哲学入门专题、经

济图书专题等主题书架，让读者
无需在书海中盲目寻觅，便能邂
逅心仪好书。

当下，这些“好书”正“零距离”
走近读者。在市图书馆总馆和镇
街道分馆的基础上，“金平湖”智慧
书房、礼堂书屋、乡村书吧等载体
也在我市全面铺开，一个城乡一体
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让人民
群众随时随地“读好书”。
创新模式“善读书”

阅读热潮的背后，其实离不
开我市为打造书香氛围做出的努
力。怎样继续扩大书香影响力
呢？

“乡音乡行”润心记项目作为
我市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的一大
亮点，是我市打造“书香满城”强
有力的“助推器”。据了解，“乡音
乡行”润心记是以阅读推广人、图
书馆馆员为主力军，依托优秀馆
藏地方文献资源，以“传承地方文
脉、润泽基层心田”为目标，深入

基层，开展一系列本土文化推广
和普及活动。

他们揣着平湖方言的软糯、
名人故事的温度、古桥历史的厚
重，用“点单式”巡讲的方式，将平
湖方言、名人故事、古桥历史等文
化元素带到群众身边。

《“鱼头参政”鲁宗道》的家国
天下、《陆绩怀橘》的孝廉温情、
《月影照金莲》的警示育人等，一
个个鲜活的历史记忆，在图书馆
馆员们声情并茂的讲述中油然浮
现。2024年，名人故事会宣讲达
30余场，每场宣讲还同步进行“乡
音乡行”名人故事会展览，受惠群
众近万人。

“今年我市将继续深化以‘平
湖后生·慧阅读’为标识引领的全
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开展全年的
阅读推广活动及‘百村领读人’计
划，多元化展示‘一镇一品’阅读品
牌建设成效，让书香飘进千家万
户。”谢红叶说。

漫卷书香润平湖漫卷书香润平湖■戴 琰

越音袅袅，乡韵悠悠。上周末，在曹桥街
道马厩村文化礼堂内，一场由浙江小百花越剧
院带来的越剧演出，如同一股清泉流淌进乡村
的土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一场国家
级非遗艺术的盛宴。这背后，离不开派驻马厩
村的省级文化特派员谢宜的精准对接资源，他
以文化为纽带，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让传统戏曲的魅力在乡村绽放出别样的光
彩。

在平湖，文化特派员恰似文化的使者，活跃
在乡村的各个角落，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潮的
气息，让泥土芬芳与现代韵味深度融合。由此，
平湖的乡村文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
机，似一幅幅生动画卷在广袤田野上徐徐铺展。

“派”出乡村活力。过去一年，平湖21位文
化特派员深入基层，开展146场理论宣讲，将党
的创新理论和文化政策传播到千家万户；举办
660余场文化活动，犹如一场场文化盛宴，点燃
乡村文化热情，惠及群众3.5万余人次，让文化
的阳光洒遍乡村每个角落；培育25支乡土文化
人才队伍，为乡村文化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和强大动力。这些数字见证了文化特派员在乡
村大地上留下的坚实足迹，不仅如涓涓细流滋
润了乡村文化的土壤，更在广袤乡村播下文化
的种子。这些种子在特派员们的精心培育下，
逐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乡村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

“派”出经济效益。文化特派员深入挖掘
驻地的特色资源，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精心
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项目。这些
项目涵盖乡村旅游、文创产品销售等多个领
域，充分利用了驻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
历史遗迹等独特资源，将其转化为吸引游客
的亮点和卖点。比如乡村旅游的兴起，不仅
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
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文创产品的开发，则让驻地的特色文化得以
传承和发扬，同时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活
力。

“派”出特色品牌。在推行文化特派员制
度时，平湖坚持“因村派人、因人定村”的精准
匹配原则，精心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文化
风貌。这种精细化、差异化的策略，仿佛为每
个村量身定制了一把专属钥匙，精准解锁了
乡村文化繁荣的大门，让它们都能绽放出别
具一格的文化之花。比如独山港镇聚福村的
文化特派员宋喜妹，深入挖掘当地杜布文化，
带领村民开发杜布文创，让杜布文化焕发出
新活力。

平湖文化特派员，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与派驻村“双向奔赴”，从文化出发，但又不止
于文化，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但文化特派
员的使命远未结束，在新起点上，他们仍将豪
迈 前 行 ，
以 文 化
之 火 种 ，
点 亮 乡
村。

有“派头”，更有奔头

■记 者 王茹彤
通讯员 郑凯欣 夏晓蕾

本报讯 春意浓厚，绿意盎
然。市民的餐桌上，“限定春味”
也成为了一道风景。从农家乐现
挖现做的野菜宴到商超琳琅满目
的时令春菜，我市掀起了一股“舌
尖踏青”的热潮。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大
铁锅上蒸汽氤氲，混合着荠菜清
香的老鸭汤咕嘟咕嘟冒着泡。昨

天，钟埭街道钟埭村郑家小院农
家乐的院子里，几个土灶同时开
火，阿姨们正麻利地包着馄饨，指
尖翻飞间，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馄
饨就排满了桌面。“馄饨里的荠菜
是今早刚在地里挖的，露水都没
干呢！”郑家小院负责人郑娟英
说。她身后，系着围裙的厨师正
把现包的馄饨下入沸腾的老鸭汤
中，乳白的汤里浮沉着金黄的鸭
块、翠绿的野菜，腾起的热气裹着
浓郁的鲜香，引得等位的食客频

频张望。此外，野菜包圆、清炒菜
心等时令菜也颇受青睐。

“我们推出了‘野米饭+炒菜’
的组合，不少游客就喜爱这口春
日野味，刚还有人来电预约周末
来尝鲜呢。”郑娟英说，现在周末
基本都是订满的状态，最多的一
天服务了 38桌客人。正在就餐
的朱女士是这儿的常客，她说：

“吃一口野菜，感觉把春天吞进肚
子里了。”记者注意到，还有不少
游客带着孩子来体验野米饭烧

制，在锅里倒入新鲜的蚕豆、春
笋，感受“土灶炊烟”的乐趣。

春日，到处都透露着特有的鲜
嫩气息。不想下馆子的市民，则在
商超里寻找春味。“槐花可是我们
小时候常吃的菜，现在不多见了，
今天看到了打算买点回去，给孙子
也尝尝。”“这些香椿也很嫩，现在
还打折，今天晚饭做个香椿炒
蛋。”……在平湖吾悦广场盒马鲜
生的春菜“专区”，货架上摆放着香
椿芽、芦蒿、槐花、榆钱等春花春

菜，不少市民围着货架在讨论如何
烧制，让这一口新鲜更美味。“我们
引进了各地的时令蔬菜以及小时
候会吃的春菜，这些春菜的鲜度、
嫩度都是很高的，刚上市的时候，
销量非常好。”平湖吾悦广场盒马
鲜生门店相关负责人说。

春日的餐桌，是一场限定的盛
宴，人们追求的不仅是时令的鲜
味，更是一种对季节流转的仪式
感。而食客们的一句“我吃到春天
了”，就是时令美食最动人的滋味。

□打卡“春天里”⑪

一箸青绿知春味

昨天，在市全民健身中心的羽毛球
馆，学员们跟着教练学习羽毛球基础技
巧和规则。据介绍，近期该中心开设了

“党群携心·健竞同行”羽毛球公益培训，
通过每周定期开展相关训练课程，为羽
毛球爱好者提供学习平台。

■摄影 王 强 王思媛

“羽”你一起

■记 者 徐玉霞
通讯员 徐佳丽 胡嘉颖

本报讯 4月19日下午，市职
业中专的校园里格外热闹，一群朝
气蓬勃的“小客人”让这里充满了
欢声笑语。当天，来自全市各中小
学的200余名学生，组成了一支特
别的“职业探索小分队”，来参加由
职业中专组织的公益性职业体验
与创客实践活动。

“哇，这些都是打印出来的
吗？”一走进数码印花工作室，同
学们的目光立即被印有精美图案
的布料、丝巾、旗袍等作品吸引

了。他们围在展示台前，轻轻触
摸着这些高精度的数码印花作
品，不时发出惊叹。随后，同学们
进行了数码印花作品的图案创
作。兰花、硕大的船只、山海神兽
……他们或用颜料涂鸦自己喜欢
的动植物形象，或用油画棒尽情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天马行
空的童趣创作。“能把自己的画变
成真正的数码印花作品真是太神
奇了。”市钟埭中心小学三年级
（2）班的谢恒宇说。

同一时间，在校内的笼式足
球场，另一批同学正在认真学习
无人机的结构组成、飞行原理等

基础知识。“通过一些简单的原
理和案例分析，能够帮助孩子们
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概念，让他们
对无人机有更深入的认识，为后
续的实践操作奠定基础。”无人
机飞行体验授课教师陆元杰说。

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兴
致勃勃地投入到了无人机遥控飞
行实践中。从平稳起飞到灵活移
动，再到精准降落，每一步都充满
了挑战与乐趣。“你试试把摇杆推
慢 一 点 ”“ 降 落 时 要 提 前 减
速”……他们全神贯注地操控着
遥控器，不时互相交流飞行技
巧。一遍遍的练习，让孩子们的

操控动作越来越流畅自如。在这
种寓教于乐的实践过程中，他们
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空间感知能力
也得到了提升。

开展职业体验教育，是推动
职业教育资源向基础教育开放
的重要途径。从“亲历 3D 打印
之旅”到“化学创意手工 DIY”，
翻开市职业中专的职业体验课
程汇总表，可以发现不少项目科
技感十足。市职业中专课程改
革处主任郭亚东告诉记者，今年
学校共设计了 17 个体验项目，
涵盖服装设计、电子电工、化学
工艺、日语等多个学科，这些项

目将分三个周末陆续开展。自
2021年以来，市职业中专每学年
都会开展两次职业体验活动，截
至目前，已有超 3000人次参与。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职业教
育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中小学生职
业启蒙教育。平湖技师学院、嘉兴
市交通学校也通过举办“职业教育
活动周”“校园开放日”等特色活
动，精心设计了食品专业检测、传
票翻打、电商直播等丰富多彩的职
业体验项目。这些活动为中小学
生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不同职业机
会的同时，也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一
颗未来职业理想的种子。

职业体验教育“职”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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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不一样的花火”
诗画浙江·大美中华原创歌曲创作年度盛典
落幕，我市原创歌曲《弦歌引》获最佳制作奖。

《弦歌引》由自由音乐人韩文与当湖街道
文化站共同打造，整首歌曲以其独特的歌词，
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意与情感的画卷。通过对
平湖派琵琶、乡音、思念等元素的巧妙融合，
传达出了对故乡、对过去、对情感的深深追思
与眷恋，在聆听中感受那份真挚而浓郁的情
怀。该歌曲创作初衷是希望用音乐温暖人
心、感动人心，传递正能量，感染并启迪听众，
使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喜爱
的作品。

自推出以来，《弦歌引》曾在浙江省第三
届原创流行歌曲大赛中荣获银奖，在嘉兴市

“我们的夏天”市民文化艺术节暨乡村文化艺
术周开幕“音浪节拍”原创歌曲大赛中获金
奖。

我市原创歌曲
获省最佳制作奖

■通讯员 夏晓蕾 记者 陶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