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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从摄影师的角度，如果用3个词
语形容重庆，我觉得是奇幻、亮丽、壮
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2024
巴渝书市主会场“趣书里”展区，“阅读
《什么是重庆》，发现重庆之美”圆桌对
话正在进行，星球研究所特约摄影师
唐安冰和重庆史研究会副会长戴伶的
对谈，吸引不少读者驻足。

什么是重庆？每一个重庆人，以
及热爱重庆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答案。如果放在“世界读书日”语境
下，答案更加显而易见：重庆，是一座
书香弥漫之城。无论是在2024巴渝
书市解放碑主会场，还是市内主要图
书馆，都萦绕着书香，重庆的另一面正
在散发着魅力。

书香让爱书人与好书相逢

“真的很划算！这套书我早就想
入手了。”2024巴渝书市“旧书里”展

区，市民张女士正向朋友展示她淘到
的宝贝——精装版全套《冰与火之
歌》，“原价要800多块，今天打完折只
要200出头。而且买五送一，还多送
了我一本《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真
棒！”当日，爱书的张女士为了赶来书
市淘宝特意申请了调休。

怀旧书集展区设有“就淘淘”旧
书联展区、“沉甸甸的沉淀”古旧书籍
文献展区，以及二手书交换专区、旧
书捐赠区等。展区里，随处可见爱书
人仔细挑选着书籍。新书优惠同样
超值。全国112家优秀出版社（供货
商）带来数十万种参展图书，一律七
五折销售，折扣力度创历届解放碑书
展最高。

“挑书、买书的过程就像交友，我
更喜欢线下购书，在现实里与一本本
好书相遇，这样的感受令我着迷。”市
民冉女士也在怀旧书集选购了一堆
2015年前后出版的书籍，“感谢旧书
市集，让它们与我们重逢。”

书香点亮乡村孩子阅读梦

在“乡助山野·阅读计划”展区，
爱书人捐出旧书，再被送到乡村孩子
手中，这样的书香传递点亮了乡村孩
子的阅读梦。

4月23日，家住南岸的李娟一口
气捐赠了30多册儿童读物。“这些书
都是孙子看过的，还挺新。这个捐书
活动能让这些图书再次发挥作用，书
的价值得到传递，很有意义。”

“乡助山野·阅读计划”是由重庆
陆海国际传播公益基金会于2021年
策划发起的公益项目。在重庆日报
2022年度公益评选活动中，该项目入
选“2022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该计划已在巴渝书市现
场累计收到来自学校、企业、社区及市民
捐赠的各类图书2000余册。

书香让更多外地客人爱上重庆

会不会有外地客人因为书香爱上

重庆？会！4月23日，记者在重庆图
书馆采访时，就遇到这样一些客人。

当天上午，重庆图书馆五楼古籍
阅览室，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疫病调
研小组的研究生杨婕正跟同学一起，
分别埋首于几本医学古籍——元代朱
震亨的《丹溪手镜》（明刻本）、明代孙
志宏的《简明医彀》（明崇祯刻本）、清
代王光甸的《寒疫合编》（清光绪二十
二年崇善堂刻本）、清代张子培的《春
温三字诀》（清刻本）。

杨婕说，他们经查阅发现，上述4
种古籍均藏于重庆图书馆，于是两天
前，他们来到了重庆。“每天9点半开
馆我们就进馆了，看得出，重庆市民很
爱学习，早早来等着看书学习的人很
多。过去，可能我们只知道洪崖洞、李
子坝等网红景点，图书馆让我们看到
了重庆的另一面。有好书，还有好读
书的重庆人。有阅读之风的城市，骨
子里就是美丽的。这座城市值得来，
也值得再来。”

在阅读中发现重庆的另一面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欣）在4月23日于昆明开幕的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上，重庆市万州
区恒合民族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黄再兴获评“乡村阅读推广人”。重
庆市第一中学校荣获“好老师读报讲
报”活动先进组织单位称号，重庆市第
一中学校教师周鹊虹的教学案例被评

为“好老师读报讲报”评比一等奖。
本届大会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

版署）、云南省委省政府主办。阅读与
乡村振兴论坛是大会重要单元，论坛
发布了 50 位“乡村阅读推广人”名
单。作为重庆唯一入选者，黄再兴扎
根乡村教育近30年。去年暑假，黄再
兴主动联系各部门，筹办了万州区恒

合土家族乡鹿鸣书院。通过举办“院
坝读书会”“读书交流会”“诗经背诵比
赛”等群众读书活动，在当地掀起了

“诵诗经、书经典、扬国学”热潮，以此
提升中小学生和乡村群众的文化素
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增强人民群众
的文化自信。目前，书院辐射了整个
恒合土家族乡3万余人。

鹿鸣书院开院以来，黄再兴亲自
制定方案并参与常态运行。比如，每
天的“三个一”活动：每天轮流安排
一个班学生到鹿鸣书院上早自习、朝
读诗经，每班每天安排一次课前 10
分钟诵读诗经，每天课后延时服务组
织一个“诗经品读”兴趣班。再如，每
月举办一次“鹿鸣讲坛”，邀请市内外
国学专家为恒合乡师生和乡民讲授诗
经知识。

黄再兴说，获评全民阅读大会乡
村阅读推广人，是荣誉也是责任，未来
他将继续致力于推广乡村阅读，为建
设书香乡村、推动乡村振兴而努力。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开幕

重庆一校长获评“乡村阅读推广人”

九龙坡区锦苑小学 种阅读的种子 开“锦”彩的花朵
4月23日，九龙坡区锦苑小学校

4月书香节正式拉开帷幕，校园里书
声琅琅，书香芬芳，“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已成为校园新风尚。

近年来，锦苑小学围绕九龙坡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新时代教
育强区”目标，聚焦聚力教育“五五”行
动，持续推进学校书香校园的建设，铺
就鲜明的书香校园底色，将校园阅读
的“奏鸣曲”，融入全民阅读的“交响
乐”。

将阅读植入办学基因
筑牢书香校园底子

从孔子的“雅言”到王国维的“古
雅”，“雅”是贯穿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
个重要观念。近年来，锦苑小学基于

“雅”文化和学校“恒雅成大我”的办学

理念内涵，大力实施大雅教育，致力
于培养大雅教师、成就大雅学生，以
大雅文化为“根”推进学校特色建设。

如果给学校特色发展这幅画打
下一个底色，那一定是阅读、是书
香。“书香校园一直是锦苑小学致力
追求的目标，是打造‘一校一品’的关
键手段，是培养大雅学生、大雅教师
与大雅家长的重要途径。”锦苑小学
党支部书记李会华如是说。

作为九龙坡区政协书屋联系点，
一直以来，锦苑小学在“书香华岩”建
设和全民阅读推进的背景下，积极开
展“书香致远 锦苑花开”为主题的书
香校园建设行动，努力实现读书成
才、读书怡情、读书育人的教育目标。

为引导师生们多读书、读好书，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学校形成了一
整套系统的实施策略：每周开设一节

“阅读指导课”，使阅读指导课程化；
通过一年级到六年级阅读书目推荐
和阅读阶梯的搭建，构建了阅读课程
序列化的体系；通过班班共读、亲子
阅读推进家校共读一体化；通过书香

家庭、书香教师、书香班级、书香学生
的评选及校刊《雅阅》的刊发，推进阅
读评价多样化……

如今，学校的阅读氛围日益浓
厚，阅读体系基本建成，学生阅读量

明显增长，阅读兴趣、阅读能力持续
提升，每一颗阅读种子正在开出“锦”
彩的花朵。

办好精彩纷呈书香节
搭建书香校园梯子

春光无限好，正是读书时。
“博览群书善积累，雏燕呢喃待

高飞。”微风轻拂，暖阳和煦，锦苑小
学学子们端坐在教室里，手里捧着书
本，一字一句地读着。

这是锦苑小学书香节上的一幕，
孩子们细细品味着诗中的不朽精神，
不断汲取诗中伟大智慧。

在书香节期间，学校开展了“漂
书”活动、锦苑诗词大赛、好书好分
享、好书好声音、好书好文字、好书
好创意，以及“大雅书香班级”“大

雅书香家庭”“大雅书香教师”“大雅
书香少年”评选等一系列活动，全校
师生、家长共同参与，旨在创设全新
的校园文化氛围，让书香在校际流
淌。

“孩子进入小学以来，在学校的
支持和引导下，亲子共读成为了我和
孩子之间最美好的时光，不仅增进了
亲子感情，也让孩子爱上了读书，爱
上了思考。”参与活动的家长代表表
示。

最是书香能致远。未来，锦苑小
学将持续推进书香校园建设，行走在
追求大雅的路上，让书香飘满美丽校
园，洒向和谐的家庭，驻进每个人的
心灵，为“书香校园”建设和全民阅读
推进贡献力量。

杜林燕
图片由九龙坡区锦苑小学提供

锦苑小学以“书香致远，锦苑花开”为主题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关注4·23世界读书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韩毅

“你这里的灰色，运用得
不错，把中共中央南方局暨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
旧址的庄严肃穆，刻画出来
了，但可融入写意手法，用
云、树等，与之形成更强烈
的对比……”

4月20日一大早，重庆
红岩村，四川美术学院40多
名学生背着画板来到这里，
一堂生动的写生课正在进
行。与以往的写生课不同，
本次陪同学生前往的，除了
专业老师，还有由该校党委
书记唐青阳带队的思政教师
团队。

“思政+艺术”，把思政
课开到历史现场、生活现场
和学生创作中，正是川美在
全国首创“大思政”工作坊
的一次全新探索。

把思政“小课堂”
搬到社会“大舞台”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
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丰富的红色资源。我们身
后的这栋楼，就是中共中央
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
事处大楼旧址。在这里，留
下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革
命实践的重要足迹……”当
天的课堂上，川美学生并未
像以前一样，走进写生现场
后，立即开始作画，而是先
由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师杨晶集中上了一堂“踏寻
红色足迹 传承红岩精神”
的思政课，让同学们对红岩
精神有了整体印象后，才开
始写生创作。

红岩，一直是川美师生
的“创作宝库”。在中国美
术史上，留下有版画插图
《红岩》、连环画《江姐》、主
题雕塑《红岩魂》、油画《歌
乐春晖》等影响深远的作
品。

该校造型艺术学院油
画系学生裴育娇在专业老
师、思政老师“双师”指导
下，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写生
创作。

“我尽力在画布上重现
旧址原貌，同时融入我对红
岩精神的理解和感悟。”裴育娇直言，这
是她在写生课中自己最满意的一幅作
品。“我之前也曾多次到红岩村参观、写
生，但此次有思政老师的参与，不仅让
我对红岩精神有了更深领悟，创作的作
品也更有灵魂、更有感染力。”

“这次写生课，对我来说不只是一
次专业课，更是一次与先烈的跨时空对
话。以后，我不仅要努力做好革命艺术
类作品的创作，更要努力成为红岩精神
的传承人。”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学
生刘列凤表示。

探索新路径
提升学生“走心率”

“我们创新打造的‘大思政’工作
坊，就是将思政课堂与专业课堂有机融
合，探索‘思政+艺术’特色育人新路
径，打破艺术院校传统专业教育重技能
传授、轻价值引领的弊端，增强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提升学生
的‘抬头率’‘走心率’。”川美党委常委、
副校长段胜峰介绍。

该校“大思政”工作坊，具有三大显
著特点：

一是打造了由思政课教师与专业
课教师共同组建、密切配合、协同育人

的全新教学团队；
二是构建了专业技艺

训练与树德、增智等多重育
人要素深度融合的立体实
践内容；

三是创设了铺陈在革
命圣地、城乡社区、田间地
头、村镇校园、名胜古迹的
多元育人课堂。

今年，除了红岩村这个
点位，川美还组建了10支
外出实践教学“大思政”工
作坊队伍，利用学校组织的
写生季，带领学生到祖国各
地挥毫泼墨，描绘中华大地
的斑斓画卷。

从长征路上的贵州遵
义，到多民族共生共荣的
边疆村落；从打造和美乡
村的重庆酉阳，到传承非
遗文化的云南鹤庆；从陶
行知建立育才学校的重庆
合川，到历代文人咏颂的
四川峨眉……每到一处，工
作坊老师都在写生、采风等
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关注红色文化、生态
文明等，拓展和丰富思政课
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
“大思政”工作坊还专门设
计了诸如考察报告、艺术展
演等多层面、多维度、多形
式的课程作业，让学生从思
政角度提炼出专业性见解，
从专业角度深化思政性的
见识，把思政要素转化为艺
术创作的动力源泉。

建设“大思政课”基地
擦亮川美“金名片”

“增强学生思政课获得
感，既要在课堂教学中解答
思想疑惑，又要让学生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生
动、最火热的地方，去认识
国情、丰富阅历、磨炼意志、
增长才干。”川美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陈斌说，川美

“大思政”工作坊，表面看，
是把思政课“搬入”生活实
践，“实则没有看上去那么
轻松。”

工作坊强调“关键在教
师、主体在学生、主阵地在
课堂”，要求老师努力做“经
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
先生”。

作为艺术院校的思政老师，既要
有“思政”教学扎实的功底和本领，又
要对“艺术经典”有相当的认知、熟
知、真知。为此，工作坊老师既从“思
政”的角度考量“艺术”专业的实际，
又从“艺术”专业的角度植入“思政”
的元素。

“在备课方面，我们也由原先的‘单
兵作战’变为了‘集体备课’，再根据不
同写生地点匹配相应师资，进而提升课
堂质量。”他说。

“我们除了在全国首创‘大思政’工
作坊，还承担了重庆市高校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示范中心建设，获批20余门国
家级、市级高校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
目，让理论‘立’起来、课堂‘新’起来、思
维‘活’起来。”川美宣传部部长贾安东
称。

唐青阳表示，接下来，川美将积极
构建协同育人的“大思政课”新形态，把
教育与国家、与时代、与世界、与经济社
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用党的创新理论
铸魂育人。

同时，该校还将充分发挥艺术学科
专业优势，推出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做
优一批品牌示范活动，全面推进“大思
政课”基地建设，用“思政之光”擦亮川
美这张重庆文化的“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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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书香青春
悦读伴我行”重
庆市青少年阅
读季活动在丰
都县举行，活动
中为“悦读小书
友”颁发勋章，
并为凤鸣湾研
学基地捐赠书
籍 6600 册。该
活动将持续至6
月。
文/记者 杨铌紫
（团市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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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新华书 店
沙 坪 坝 书 城 ，
市 民 在 选 购 、
阅读图书。

特 约 摄
影 孙 凯 芳/
视觉重庆

◀ 4 月 22
日，南川区图书
馆，市民沉浸在
阅读的世界里。

特 约 摄
影 瞿明斌/视
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