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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近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的《农业的干法》上市，该书从农业
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见问题——发
现机会、获取利润、带领团队和持
续进化四个方面出发，以农业产业
为背景，以管理案例为参照，结合
作者多年的管理实践，系统地回答
农业企业关心的共性话题。

作者胡启毅指出，农业以其基
础性、生物性、地域性和周期性的
特点，行业自身形成了天然的壁
垒，仅仅以资本要素试图整合农业

产业的企业，大都惨淡收场。只有
那些尊重产业规律，坚持长期主义
的企业才可能赢得未来。

在《农业的干法》中，作者提出
农业创新的九个场景：生物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数智化改变农业
生产方式、信息技术重构农业产
业链、产销一体化拉紧农业产业
链、农产品加工的预制菜、生鲜电
商、农产品直播带货、细分品类的
规模化，以及大宗农产品的国际
贸易。生物技术可以按照人类预
先设计的路径，改造植物或动物
的品种，使原来的品种产出效率
呈几何级数地提高；数智化技术
可以替代人们去完成重复性的、
危险的、没人愿意干的、枯燥封闭
的工作；信息技术让生产的全过
程，从投入品、生产环节到流通环
节都不可更改，以此实现对农产
品的追溯；产销一体化可以实现
以销定产、产地直销，减少农产品
在多次运输中造成的损耗，实现

“消费者需要什么，决定了生产什
么，以及如何生产。”

《农业的干法》：农业企业生产发展之道

《做个独立的思考者》收录了屠
格涅夫的《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德富芦花的《心中的桃花源》《对花
沉思》，里柯克的《荒诞的拜访》，叔
本华的《相信你自己》，罗曼·罗兰的
《最宝贵的财富》，鲁迅《儿时旧事》，
郑振铎的《饮食情味》等名篇。

《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中，屠
格涅夫讲述了一位鹌鹑母亲对孩子
的爱；《荒诞的拜访》中，里柯克用诙
谐风趣的笔调写出了人生的尴尬与
人性的弱点，写出了琼斯先生的悲
惨命运；《内心丰饶才是真正的幸
福》中，卢梭有着一间朴素的小屋，
一群有趣的朋友，至简至美，精神世
界无比富余……

古今中外不同国度的名人，他们
的思想闪烁着智慧光芒。虽跨越国，
界穿越时空，与他们对话时，仍能感
受着他们的独特魅力与感召力。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独立思
考力养成故事，去领略名人作家的
宝贵哲思。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思
考者？独立思考应该具备哪些品
质？伟大思想家们是如何做到独立
思考的？让我们一起从书中寻找答
案吧！

《做个独立的思考者》：
与智者对话 感悟成长的力量

书香伴成长 白度 摄

在书香中谱写青春之歌
由田

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全国各地策划
的一系列个性化阅读活动掀起新一轮阅
读热潮，带动越来越多的读者从阅读中
获取精神食粮、沉淀文化底蕴。全民阅
读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之一，
对于促进国家文化繁荣、推动知识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中国’”。

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全民
阅读发展的关键，不仅需要政府的扶持
和投入，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
支持。近年来，我国打造了一批以公共
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数字阅读平台、
农家书屋为代表的公共文化设施，为全
民阅读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环境和丰富
的阅读资源。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读
者群体，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在不断创
新形式，定期开展多样化的读书活动，
进一步提高了全民阅读的参与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全民阅
读的相关实践也在不断丰富。今年 2
月，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组织遴选的51个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公布，其
中，与全民阅读直接相关的案例就占了
约三成。相比建立大型公共图书馆的
传统形式，这些案例的探索往往更加精
准化、特色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
新成果。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突出的趋势是，已经有多个地市尝
试打造城市书房等“小而美”的公共阅
读空间。比如福建省晋江市“24 小时
城市书房”，通过社会共建的形式，深入
学校、社区、商场、景区、企业等各类生
活、工作场景，使阅读真正融入百姓的
日常中，让百姓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
的公共文化服务。

由线下走向线上。近年来，媒介技
术的进步使人们通过数字阅读平台获
取知识和文化信息成为可能，打造更加
完善的数字阅读平台已经成为推进全
民阅读的应有之义。与实体图书馆相
比，线上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料既可以实
现无限制地复制和分享，也可以超越现
实的时空限制，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
地点访问和借阅图书，大大提高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辐射范围。

由城市走向农村。城乡阅读资源

的差距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面对的难
点，全民阅读要想走向更深处，就必须
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
问题。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其实，我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非常早，
2004 年就已在甘肃、贵州等地试办农
家书屋，2007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农家书屋工程，旨在打造具有当地特
色的阅读空间，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
求，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和阅读习惯。
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就已建设农家
书屋 58.7 万多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
12亿册。

2022年4月，48家单位荣获“第九
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农
家书屋和基层图书发行单位先进集体”
称号。其中，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
庄村农家书屋是大多农家书屋的缩
影。目前，北庄村农家书屋已有1.4万
余册书，能够同时容纳80人阅读，并且
凭借自身独特的红色资源成为传承红
色精神的文化阵地，具有党史学习教育
和“四史”宣传教育的功能，成为凝聚乡
村振兴精神动力的关键点。

由分散走向整合。公共图书馆、公
共阅读空间、数字阅读平台、农家书屋
等相关公共文化设施的打造和不断完
善是全民阅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
要想提高公众对阅读的兴趣度和参与
度，还需要与社会多方力量展开合作，
举办各种主题、针对各类人群的阅读活
动，以整合目前仍比较分散的受众。

目前，我国全民阅读的发展已经初
见成效。最新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
已经从2012 年的76.3%增至2022 年的
81.8%，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也从2012
年的77.0%增至2022年的84.2%。

全民阅读是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
文化强国的必要举措，未来，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继续加大对全
民阅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支持和投入，
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为
出发点，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
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
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我国文
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万忆）

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

卢一萍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长
篇军旅题材纪实文学《雪线上的边关》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 年 3 月出
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
2023年3月“中国好书”月度榜单），讲
述我国西部万里边关上守边将士卫国
戍边过程中平常而不平凡的英雄故
事，展现喜马拉雅边关查果拉哨所、喀
喇昆仑边关神仙湾哨卡、帕米尔边关
5042 前哨班，以及天山脚下的霍尔果
斯、阿拉山口国门哨、阿尔泰山深处的
红山嘴边防连等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
戍边军人的集体形象，告诉孩子们今
天和平美好生活的背后，是他们在负
重前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边关对孩子们来说是遥远而陌生
的秘境，是无法想象又心往神驰的圣
地。《雪线上的边关》满足了孩子的好
奇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边关世界。
作者前后历时二十年，行程十万多公
里，采访了 80 多个边防连、30 多个前
哨班和季节性执勤点，用镜头般的语
言展现出西部边关的真实面貌。

边关就是军人的战场，在每一座
界碑的后面都有边关军人青春与生命
的付出。作品中出场的边关军人，他
们的每一条巡逻线路都是很难抵达又

必须抵达的生命禁区。战士们说，他
们最日常的事就是巡逻到点到位，最
重要的事就是不失寸土，最骄傲的事
就是把冰雪掩埋的界碑找到、擦拭干
净，让“中国”二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是守关人的责任和使命，能为祖国
守护国门，能给人民带来和平，他们感
到无比光荣。

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他们的艰辛
付出令人难以想象。书中写到，岗巴
边防营官兵中传诵着一首诗，“把风沙
嚼碎了，咽下；把寒冷嚼碎了，咽下；把
海拔嚼碎了，咽下，把一切艰难嚼碎
了，咽下……”简单的词句，彰显出边
关军人的英雄气概，让人肃然起敬。

边关军人也有血肉之躯，有人之
常情，有父母兄妹，有爱人儿女，他们
内心深处都有深深的愧疚之情。顶嘎
边防连指导员吴亚峰说出了心里话：

“结婚前，愧对父母；结婚后，既愧对父
母，也愧对妻子；有了孩子后，愧对父
母，也愧对妻子和孩子。”如果说这是
军人的奉献，更让人动容的是亲人们
的理解、支持和牺牲。岗巴边防连指
导员肖顺海的妻子带着 6 岁孩子来看
他，妻儿剧烈的高山反应让肖顺海非
常心疼。孩子却说：“爸爸在的地方就

是最好的地方，能跟爸爸在一起的地
方就是好地方。”肖顺海禁不住热泪长
流。书中记录下的这些朴素语言，让
人感到一种悲壮、纯洁、爱的力量。

边关的很多东西可能永远改变不
了，比如缺氧、高寒、干燥、荒凉、风雪、
蚊虫、野兽、寂寞、诱惑……但边关军
人的精神品质永远不会改变，比如忠
诚、担当、勇敢、智慧、无私、廉洁、奉
献、牺牲……他们的灵魂已融入边关
的土地，他们的血液已与边关的河流
一起流动，他们是有灵魂、有本事、有
血性、有品德的人，他们用青春、热血、
汗水，铸就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为把英雄的故事讲到孩子们心
里，让“最可爱的人”引领孩子们前行，
作者善于发挥纪实文学真人真事的震
撼力和文艺作品以情动人的感染力。
作品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现场感、真实
性和亲切感，把孩子们引入神秘的西
部雪线边关，让他们与边关军人一同
经历、承担、感受、成长，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启发。同时，作者注意讲故事的
艺术，精心设计叙事结构，克服没有贯
通的人物和情节对故事性的影响，从
环境与人的关系中设置冲突主线，以
地域空间转换来结构故事，在恶劣环

境中突出边关军人的精神力量，让孩
子们在一次完整的边关之旅中完成一
次精神壮游。作者将自己亲历的西部
边关全程分为六个行程，分别以标志
性的山川为名，由西往北分别为喜马
拉雅、阿里、喀喇昆仑、帕米尔、西天
山、北疆等，即作品的六章。每章前选
用一首在这一行程中边防军人间传唱
的诗歌，仿佛每一次行程的宣言和每
一幕故事的导语，又高度提炼了作品
的主题。六首诗歌就是六首主题曲，
将整部作品汇成一部恢宏磅礴的边关
交响曲，全景式展现边关高原之美、英
雄人性之美、民族和谐之美和边关和
平之美。这是一部爱国主义、乐观主
义和英雄主义的赞歌，具有浓郁的抒
情风和震撼的感染力。

阅读《雪线上的边关》是一次灵魂
洗礼，可以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和平
来之不易，明白何为牺牲、奉献，明白
为何要努力学习、要爱国爱家、要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从有形的边防界
碑，到无形的精神边关，边防军人用青
春和生命展现着人生的意义。此刻掩
卷眺望，西部夜空，星光闪烁，仿佛是
边关战士踏夜巡逻的灯火，也是照亮
孩子勇敢前行的灯塔。

把戍边英雄故事讲到孩子们心里
——读纪实文学《雪线上的边关》

韩 进

书评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读书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句“灵魂拷
问”。我们深知，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
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
品格。如今，随着短视频等信息媒介高速发展，传统阅读方式受到较大挑战，如
何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
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刷视频成习惯 不要让阅读渐行渐远

如今，短视频已经成为大多数人
的主要信息源和不可或缺的生活调味
品。人民智库问卷调查显示，每天观
看短视频的受访者合计占九成，其中

“ 只 要 有 时 间 就 看 ”短 视 频 的 占
10.49%，“每天看许多次”的占35.90%，

“每天看一两次”的占42.84%，“偶尔看
下”的仅占约一成。在观看短视频时
长方面，受访者表示一天当中观看短
视频的时间在1小时之内的占18.75%，
1至2小时的占45.44%，2至5小时的占
27.59%，5 至 8 小时的占 5.72%，8 小时
以上的重度受众占 2.5%。可见，大多
数受访者的观看时长在1至5小时。

面对短视频的全方位渗透，不少
媒体和专家频频喊话：“别让短视频摧
毁你的阅读习惯。”这并非危言耸听。

当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机就放不下
来，刷起视频就停不下来，甚至还没学
会说话的孩子就开始抱着手机刷视
频，传统阅读方式受到冲击，阅读的价
值也无法得到体现。

短视频时代，碎片化信息接连不
断地推送，让人们只需要付出很少的
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始终处在“又知
道了新鲜事”的喜悦中。但信息的过
于碎片化，也使得人们在迅速浏览的
同时，忽略逻辑并且失去了深度阅读
所带来的思考与感悟。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从不缺少有价值的阅读内
容。但只有在人们养成了良好的阅
读习惯、培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后，
才能把碎片化却高质量的阅读内容进
行有效提炼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为精神富足而读书

“ 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读 书 万 卷
始 通 神 。”人 生 中 ，每 一 次 成 长 都
是漫长且深邃的，这种通过认知提
升 实 现 的 自 我 蝶 变 ，靠 浏 览“ 短 平

快”的快销内容是带不来的。只有
通过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坚持阅
读 ，才 能 让 人 具 备 深 度 思 考 的 能
力 ，才 能 为 生 活 增 添 思 想 的 质 感 。

不 仅 如 此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社 会
对 人 才 的 要 求 不 再 局 限 于 精 钻 一
门 学 科 ，而 是 着 眼 于 人 的 通 识 能
力 和 综 合 素 质 ，而 阅 读 就 是 人 才
实 现 提 升 自 身 通 识 能 力 和 综 合 素
质的必要途径。

“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
阅 读 ，可 求 知 明 理 、可 开 阔 视 野 、
可 充 实 内 心 、可 赋 能 美 好 生 活 。
从 古 至 今 ，阅 读 总 是 能 够 给 予 人
们 更 多 的 梦 想 与 激 情 ，在 字 里 行

间 激 发 出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望 。 当
下 ，通 过 推 广 阅 读 ，鼓 励 坚 持 阅
读 ，强 化 思 想 文 化 内 涵 ，逐 步 形 成
推 崇 读 书 学 习 的 书 香 社 会 氛 围 ，
无 疑 是 实 现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与 社 会
全 面 进 步 相 协 调 ，推 动 人 的 现 代
化 与 社 会 现 代 化 相 统 一 的 有 效 途
径 。 因 此 ，越 是 短 视 频 等 新 型 媒
介 五 花 八 门 ，越 要 坚 持 阅 读 ，为 精
神 富 足 而 读 书 ，让 青 春 在 书 香 中
绽放。

开卷有益 为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开卷有益，益己、益人、益民族；
读书有利，利民、利国、利天下。”当今
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在
文化科技的竞争上，历史和现实都足
以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创
造力。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基石，全民阅读是文化
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积极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可以为民族的发展和进
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既要不
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
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孩子们
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
成长，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为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精神
力量。

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
厚社会氛围中，每一个个体理应行
动起来，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
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
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
候才不枯、智不竭；要把学习放在很
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
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
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聚
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不能读死
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
之 书 要 取 其 精 华、去 其 糟 粕 ，做 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
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
发挥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