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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长篇小说《天露湾》：■新作聚焦

■短 评

《天露湾》是一部写出了美
丽中国、创新中国的大地史诗、
山乡力作。作者以点带面，用
小切口写出了大时代，纵观世
界历史，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
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
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融入血脉的番薯情
——读随笔集《番薯情》有感 □牧 野

用葡萄串起乡愁用葡萄串起乡愁
□□李李 舫舫

乡音不改，乡情依旧，乡愁悠长。我熟悉的贞尧仔

是一个十分怀旧的人，不管走得多远，都不曾忘记来

时路。最近我读他的新书《番薯情》，仿佛与他一起走

进了那难忘的过往时光，感受那滋润心田的番薯气

息，回味那热烈的故土挚爱。

据传，福建的番薯于明代时，由“地瓜之父”长乐

人陈振龙从吕宋引进。陈振龙发现番薯可“随栽随

活”，于是就把番薯藤剪成几小段，与缆绳编在一起，

顺利通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带回福建。从明代始，

番薯长期是百姓的主粮，大大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

题。可以说，番薯从落根于大地时起，它就以顽强的

生命力与无限的付出，和劳苦大众联系在了一起。

番薯能直接食用，也能刨成地瓜丝，还能晒干储

藏供一年四季食用。番薯全身都是宝，在乡亲的巧手

下，“凡物成非凡”，制作出薯糜仔粿、薯糜仔饼、薯糜

仔面……“番薯粉，家乡人没有哪家不用，哪人不吃，

已融入每个人的血脉。”贞尧仔对番薯如此熟悉、如

此眷爱，就是看到了番薯的特性，知道番薯乃劳苦大

众温饱所系，与百姓的生息休戚相关。

番薯曾一度是贫困的象征，随着百姓日子的红火，

番薯已经退出了主粮的地位，但番薯带给每个人的成

长却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刻骨铭心的。贞尧仔成长于农

村，吃过饥寒的苦头，曾经受过番薯的诱惑与恩惠。番薯

成了他乡村生活的深刻记忆，成了他奋力摆脱贫困并

不断前进的动力。他在《乡土情深》中说：“人穷，得有富

人样，不畏穷，不攀富欺穷。”朴实的番薯见证了贞尧仔

的成长，也见证了家乡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前进。

正是因为贞尧仔对番薯的情感如此浓烈，对成长

经历如此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细腻。比

如，造节粿的过程，他写得十分详细，每一道工序、每

一微粉、每一细馅，都娓娓道来。描述这过程，就是在

回味成长，回味乡土，回味凝聚在这番薯上面的人与

情：“番薯丸是家乡人的挚爱，也是睦邻善友的使者。”

而这其中，贞尧仔对母亲的回忆尤为强烈，母亲仿佛

就是番薯的化身。

番薯是游子贞尧仔思念家乡的具体物象，正像

门前的镜湖水，那春波微微，总是缠绕于游子的梦

中。游子之所以对番薯魂牵梦萦，是因为母亲的双

手，是因为母亲不断的付出。《番薯情》与其说是写番

薯，不如说是写对故土的思念，以及对母亲父亲无限

的缅怀。造节粿的每一道工序都是母亲倾注心力完

成的，制番薯丸也是母亲亲自做的，母亲就是作者与

番薯之间的桥梁。在作者笔下，番薯与母亲俨然融为

了一体。而番薯外表的无华，正如父亲的本真、厚实。

风吹雨打照旧生，日曝霜压无挂碍。番薯是物，

是情，是爱；是过往，是思念，也是展望。贞尧仔把对

番薯的情，不仅反映其对故土的爱、对母亲的思念，

更进了一层，还化为了对未来的展望与憧憬。薄薄的

一册《番薯情》，融合了十分细腻的情感、无限深沉的

情意。朴实无华的番薯，是我们记忆的缩影，承载着

意味深长的人和事，饱含着浓郁炽热的情与思。透过

本书，我仿佛与贞尧仔一起走过了岁月的沧桑，共同

成长并对未来满怀憧憬。

陈应松是一位创作力极其旺盛、创作状态极其

丰盈的作家，也是一位成熟的、颇具有个人创作风格

的作家。成熟，从正面说是对作家的高度肯定，然而

同时，这两个字也意味着一种“危险”——成熟的作

家不论创作思路还是叙事模式，都会不知不觉地陷

入自己的套路和旧路，这种习惯性的创作冲动很有

可能将作者自己甚至读者带入写作困境和阅读困

境。然而，读罢陈应松新近出版的45万字长篇小说

《天露湾》，我们发现，陈应松其实是一位能够发现自

己文学创作惯性冲动，同时又能够克服自己惯性冲

动的自省型和自觉型作家，他用他的主动转型，不时

走入空白和荒芜，并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

《天露湾》是一部以自省和自觉努力克服自己惯

性冲动的沉甸甸的作品。提到陈应松，我们想到的常

常是他的《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

割》，是高寒山区的贫困生活，写神秘魔幻的陌生领

域，而在《天露湾》中，陈应松却一改他立足文坛的

“神农架风格”，也不再用或多或少的批判现实主义

审视一切。陈应松在创作后记中写道：“是我的一部

家乡书，是一个关于故乡和土地的故事。这部小说的

灵感来自家乡，也来自生活。”《天露湾》是陈应松写

给故乡的“陈情书”，也是他写给中国的“还乡记”。

陈应松的家乡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被称为

“江南葡萄第一县”。《天露湾》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

代背景，抒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种植葡萄、开掘

葡萄产业、拓展葡萄衍生产业等奋斗过程，实现脱贫

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创业史、脱贫史、奋斗史、振兴

史。这部作品完整展现了作者对家乡、对土地、对农

业的深厚情怀，全景再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巨大变

革历程。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

的《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古老开篇。在这部诗歌典籍

中，佚名诗人用悠悠吟唱讲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

追索小康的朴素梦想。曾几何时，“二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多少中国人最奢侈也是最卑微

的愿望；曾几何时，停留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所思所盼

就是如何解决温饱；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最高愿景；

曾几何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就是美好

生活的代名词；曾几何时，“万元户”是许多家庭梦寐

以求的奋斗目标……从“8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

人要吃好”，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超越。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哀伤地写道：近百年

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

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

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

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

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

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

败，毫无例外。

今天，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大地

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

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天露湾》是全面完成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

键时刻推出的一部具有历史跨度、时代精神，带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田野气质的重要作品。小说从40年

前开始。历史上，江汉平原没有过种葡萄的历史，荆

江公安更是如此，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几个农

民尝试种葡萄并开拓了葡萄产业，打破了长江以南

不适合种葡萄的断言，改写了教科书，成为一个田野

和土地的奇迹与神话。这个土地上的奇迹和神话，让

陈应松颇有触动，也激励他拿起笔来，抒写这些创造

了奇迹和神话的农民们，他写道：“每当夏天，田野上

果实累累，万紫千红，葡萄大棚一望无边，很令人着

迷和感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为本，

本固邦宁”的思想在陈应松的故事和人物刻画里尽

显新时代的芳华。《天露湾》以改革开放、南方谈话、

九八洪水等国家大事件为背景，写出了两代江汉农

民的故事。第一代是金满仓、洪家胜、袁世道、潘衷

银。他们是从传统耕作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农民，憨

厚、质朴、勤奋、吃苦耐劳，他们出生在传统的农耕时

代，以双手为武器，没有先进的技术，也没有丰富的

知识，是陈应松记忆中的农村中的农民：“就是那种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脸

朝黄土背朝青天的无休无止的劳作。挑粪、挖沟、锄

草、插秧、割麦、扬场、堆垛、推车，没有一样不是繁重

的苦力。”写作这些农民群像时，他感慨，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正是这一代农民在现实生活

中，赤手空拳，开创了农业机械化、农村现代化，农民

们已经彻底地告别了农耕生活，学习新的知识、掌握

现代农业科技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

可以说，陈应松笔下的第二代农民洪大江、金甜

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农民——几乎一夜之间农村

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再也不需要锄头镰刀和耕

牛了，不需要锄草，也不需要插秧割谷，一切交给了

机械。牧歌时代的农耕文明，成为了远去的历史。在

陈应松笔下，土地流转以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连片连片的塑料大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

栽培。农民和最先进的农作物、农产品打交道，一亩

地里的产值最高的可以有几十万元的收入。聪明的、

精明的、有知识的种地人，在土地上耕种就跟种金子

一样，这样的变化真是非常的神奇。”

看得出来，陈应松对第一代农民的铺陈是为了

写出新时代的新农村、新农民。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

农村和农民——他们是时尚的、现代的、先进的、智

慧的、美丽的。新农村普遍开花，新农民拔节生长。在

小说中，洪大江是一个勇敢的、单纯的、善良的、有责

任心的男孩，金甜甜是一个任性、可爱、善良、美丽的

女孩。他们经历种种磨难，终于走到一起，成为天露

湾土生土长的新农民。用陈应松的话来说，他们这样

的农民，是大地的雕塑家和魔术师。在《天露湾》中，

不论是第一代农民还是第二代农民，江汉平原的农

民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巨大变化，每一

颗葡萄都见证了现代科技的发展，由此折射出现代

农业大有可为、前途无量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天露湾》是一部写出了美丽中

国、创新中国的大地史诗、山乡力作。《天露湾》中，作

者以点带面，用小切口写出了大时代，纵观世界历

史，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

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当前，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

贫困人口，在中国广大农村主战场，中国的脱贫攻坚

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今天，小康被赋予新的时

代意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奋斗永无止境，只有常怀远

虑、居安思危，才能够秉持耐力、坚定信心，才能够致

广大而尽精微。

■关 注

洪治纲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煌煌40余万

字，精准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即日常生活

叙述的大解放和大普及，并从理论高度给以诗学描述，这是他6

年精心钻研、探幽索隐的成果。

尽管这部专著讨论的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但我们只

有把目光延展到之前的新时期文学，才能对该著所讨论的日常生

活诗学之历史性意义有更清晰的理解。要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

的前几十年间，日常生活是一个让作家们忌惮的词汇。因为中国

现代文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逐渐形成了以宏大叙述为主流的

文学发展格局，后来又被革命叙述纳入其中。当代文学作为革命

者赢得胜利后的新文学，便确立了宏大叙述的至宗地位，日常生活

叙述逐渐从被边缘化直至失去其合法性，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往往

逃脱不了遭批判的厄运，被认为是在写杯水风波，是革命意志衰退

的标志，日常生活叙述几乎成为了小说的禁区。禁区的突破是从

新时期开始的，其标志是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的公

开发表并获得肯定。汪曾祺为日常生活叙述立起了一座高峰，同

时这也是一个文学标志，意味着日常生活叙述在20世纪80年代

重新获得合法性地位，并由此带来一个日常生活叙述的大普及，文

学叙述的空间得到大大的拓展。我曾这样描述新时期文学：“从宏

大叙述到日常生活叙述；从20世纪8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述正常

化和普及化，到21世纪的宏大叙述与日常生活叙述的相融合，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学叙述日趋成熟的发展轨迹。”

毫无疑问，洪治纲的论述就是建立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

他在专著的一开始便指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已经

越来越突出个体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同时他敏锐地发现，作

家们在日常生活叙述中已经从创作实践逐渐走向理论建构，他

们“致力于建构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价值”。洪治纲正是立

足于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价值，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新世纪文

学中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肌理，从宏观上对日常生活诗学进行

整体性、系统性和理论化的建构。专著主要分为“概念梳理与日

常生活诗学的传统流变”“新世纪作家主体精神中的日常生活诗

学观”“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文学中的主要特征”“新世纪文学

在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上的表达策略与文本形态”“新世纪文学在

日常生活诗学追求中的重要意义与内在局限”等五个主体部

分。在洪治纲的论述中，中国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特征主要体

现在：一是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二是个

体生存的自由体验，三是物质时代的世俗情

怀，四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文化。

人们对文学理论的不满情绪非常明显，

因为旧的文学理论体系面对新的文学现实

越来越缺乏阐释的有效性。洪治纲的这部

专著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的写作其实便

是朝着建构新的文学理论的学术目标而去

的。虽然不能说在这部专著里已经包含了

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他提出的一系

列理论观点却是明显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

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观点还具有鲜明

的现实品格，是从文学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

来的理论之树，是在文学批评中提炼出来的

理论结晶。洪治纲常年关注文学创作，身处

文学现场进行文学批评，他的阅读量非常大，

本书所涉及的新世纪进行创作的作家便有一

百余位，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则有数百篇之

多。书中大量作为论据的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就是非常精彩的文学批评，他带着理论

的目光进行文学批评，又在批评实践中善于理论发现。这就构成了本书最主要的方

法特征，即在充分的文本批评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观点，这是一种批评理论化的方

法，尽管这种方法并非洪治纲所独创，但他运用得非常认真。所谓认真，是指他对文

本和现实的虔诚态度。我在这里对批评理论化作了一点引申，我是想说，洪治纲是通

过与文学现场密切相联的文学批评来进行理论的发现和进行理论阐释的。洪治纲的

方法戳到了文学理论的痛处。目前文学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文学现实的脱节，它

不能紧随文学的变化而更新，而是自说自话放空炮。洪治纲的这部专著给我们一个

重要启示：文学批评应该是重建文学理论的重要途径。

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严谨的史学意识，也是该著的论述充满说服力的原因之

一。洪治纲虽然讨论的是新世纪文学现象，但他认为，这一文学现象是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的历史结果，日常生活诗学具有历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中国文学的审美

表达与日常生活之间一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他在书中不仅梳理了在不同

历史时期日常生活诗学的演进形态，而且强调了日常生活诗学在新世纪成为当

代文学发展重要趋势的历史必然性。它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人的“完整生活”的理

性追求，也是当代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学是人学”的复杂内涵的全新反映，是

创作主体对人本主义的现代诉求。“完整生活”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要点，洪治纲认

为：“完整的人类生活，应该既包括集体性、共识性的‘宏大生活’，也包括个人化、碎

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但可惜的是，囿于全书的体系结构，作者未能对

这一理论要点作充分的展开。

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洪治纲敏锐地察觉到，新世纪的日常生活叙述也存在

不足和局限，比如理想主义的缺失，思想意蕴的单薄，等等。但这些不足和局限，

也正是我们在建构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

可以将洪治纲的这部专著看成是他对日常生活诗学的一种理想建构：“在探讨并

反省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既写出人性内在的丰富和繁杂，

又展示人类灵魂的神圣与高贵，这才是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追求，也是日常生活

诗学的要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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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习近平指出，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

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

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

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

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

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

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

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

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

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

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

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

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

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

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

“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教

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广

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

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

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

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

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

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指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

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

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

事业追求中。

习近平离开学校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师生，

大家激动地向总书记问好，齐声高呼“青春向党、

不负人民”、“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习近平向大家

挥手致意，掌声、欢呼声在校园内久久回荡。

王沪宁、丁薛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诗刊》社中国诗歌

网在“中国诗歌网视频号”开通“诗直播”。张清华、刘笑伟、汪剑钊、敬文

东、秦立彦、李壮等诗人、评论家来到直播间，和《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的

编辑金石开、蓝野、彭敏、丁鹏、罗曼一起，分组围绕刘笑伟、沈苇、大解、龙

小龙、古马5位诗人的5部新诗集展开对谈。

刘笑伟的《岁月青铜》、沈苇的《诗江南》、大解的《山水赋》、龙小龙的

《新工业叙事》4本诗集，是《诗刊》社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时

代诗库》丛书的首批图书。刘笑伟表示，军旅岁月的沉淀形成记忆中青铜

般的色彩，焕发出青铜般的光芒。《岁月青铜》试图展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理想主义情怀，以真实情感打动读者。谈到沈苇的《诗江南》，敬文东

说，沈苇历经30年的西部生活，再次回归故乡，重新发现了江南。《诗江

南》延续了诗人以往硬朗的抒情方式，展现出诗人的生命深度和对现实的

发掘力度。大解的《山水赋》聚焦山水自然，并在其中注入强烈的个人情

怀。汪剑钊表示，大解在诗中讲述自己对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的独特感受

和深入思索，语言充满想象力和幽默感，在开阔的视野中表现出深厚的人

文关怀。以诗歌处理工业题材，对诗人来说是重大的挑战，李壮认为，龙小

龙的《新工业叙事》从微观着手，书写宏大主题，将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相

互交织，反映出新时代新工业的发展变迁。

围绕《诗刊》2020年度诗歌奖获奖诗人古马的诗集《飞行的湖》，张清

华谈到，古马的诗里有着大量的西部描写，语言干净古朴，以减法描绘西

部，忠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有浓郁的西部特色和宗教禅意。秦立彦从古

马的诗歌中看到了地域给予诗人的滋养，认为他的诗展现了人与自然、历

史的沟通。

主办方表示，疫情和传媒技术的发展，需要我们积极适应诗歌传播的

新生态。未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诗歌直播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样的

直播活动，拉近诗歌与广大读者的距离。

新华社客户端南京 4 月
23日电（记者 朱筱） 4月23

日，“社区公益阅读计划”启动

仪式暨南京长江路社区“育才

图书室”揭牌仪式，在南京市玄

武区新街口街道长江路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

该项目由中华文学基金

会、深圳市平安公益基金会、南

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联合主

办，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南

京市全民阅读促进会支持，旨

在通过社区力量，共建南京“世

界文学之都”城市网络、打造社

区公益阅读示范空间、参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

江苏作协副主席鲁敏，南

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

办主任彭振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副总经

理朱从文，共同启动了“社区公益

阅读计划”项目。

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秘

书长鲍坚在视频致辞中说，南京是

文明之域、文化之城、文学之都，文

化的底蕴厚重。“社区公益阅读计

划”的深入推进，能够为南京市民

带来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为

在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推广这

一计划创造经验、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未来，“社区公益阅读

计划”这个新生的文化公益项

目，一定能够发挥出促进全民

阅读的有益作用，在南京生根

发芽，向全国生长蔓延。

中国平安集团品牌部总经

理陈遥表示，早在2020年，中

国平安就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

同启动了“青少年文学素养提

升计划”。这次社区公益阅读项

目是该计划的升级和创新，旨

在帮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获得高品质的阅读服务。

据悉，“社区公益阅读计

划”将通过捐建社区“育才图书

室”，并建设一批活跃在居民身

边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持续开展书

香社区创建活动，更好地引导和服

务人民群众爱读书、读好书。活动

中，长江路社区育才图书室正式揭

牌。图书室收藏有4000多册由中

国作协专家推荐的优质图书，打造

了可以沉浸式阅读的空间和新书

推荐区，居民也可依托线上图书借

阅系统，把书带回家阅读。

中国诗歌网“世界读书日”开通“诗直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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