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茫的木耳山，一重重望不到头。

在梯田上摆好板凳，天地便成了教室。

在这个大大的教室里，木耳小学的师生

们开了一场读书会，主题也很大，叫做

“梦想”。

“我想当画家，把美丽的大凉山画

成绘本。”

“我想当消防员，保护好家乡的锦

绣山河。”

…………

少年们的思绪振翅飞翔，越过重重

大山，飞向更远的远方。

梦 想

“书来了！”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樟

木箐镇木耳山村，木耳小学校长张东胜

骑着摩托车，带回来 100 册书。孩子们

一股脑围上来，寻找自己的“心愿”。

送来的这些书，源于孩子们几天前

一笔一画写下的小小心愿——

“我想读《熊来了》，大凉山的牛羊

很多，如果熊来了，它们会不会成为朋

友呢……”

“《红飘带狮王》里的狮子很勇敢，

我想看一看……”

四年级“小读者”古次伍国收到了

《寄小读者》。平日里，她边放羊边看

书，觉得孤独的时候，心想，“跟写书的

人聊聊该多好”。这次，翻开《寄小读

者》，她觉得自己在跟冰心奶奶“对话”。

达成心愿的还有三年级女孩阿合

布吉。呵一口气，用衣袖擦擦封面，她

小心翼翼地将绘本《没有耳朵的兔子》

装进书包。

赶在太阳下山之前，阿合布吉拉上

妹 妹 阿 合 尔 曲 ，两 人 踏 上 放 学 回 家

的路。

到家了，阿合布吉给妹妹和父亲分

享这只有趣的“兔子”：“它能跑、能跳、

爱吃胡萝卜，可是，其他兔子都不和它

做朋友。”通过历练，兔子找到了友情，

发现有没有耳朵其实并不重要。“不要

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做自己就好。”阿合

布吉这样总结。

女儿清脆的声音中，父亲阿合三吉

有点出神。“没文化的山里娃，进了城可

不就是那只‘没有耳朵的兔子’。”阅读能

给孩子带来什么？阿合三吉觉得是一股

劲，是眼前手捧书本、自然地说出“做自

己就好”的女儿身上的这股劲。

西昌是“月城”，过去孩子们常坐在

屋顶上，望着皓月消磨时间。阿合布吉

曾经觉得夜晚很长，借书回家读后，“自

己看一遍，给妹妹讲一遍，躺在床上又

要想好多遍。夜晚的时间变快了。”

看的书多了，望着天空的阿合布吉

有了更多的“梦想”。书上说，宇宙中有

无数星球，连成星座、汇成星河。读书

会上，她说，“想成为宇航员，到未知的

世界去探索。”沉思一会儿，她又补充，

“看过宇宙，还想回到凉山来，把那里的

故事讲给乡亲们。”

…………

这是一次跨越 500 多公里的书香传

递。100 个心愿、100 册图书，从四川成

都来到西昌市樟木箐镇，来到海拔 2000
多米的木耳山上，送到 300 多名孩子的

手中。

更多的动人故事，一直在凉山上发

生着。

喜 “阅”

作为一所山区村小，师资紧缺、硬

件不足、学生文化基础薄弱等问题，曾

经长期困扰着木耳小学。

张 东 胜 坦 言 ，把 课 本 知 识 教 好 之

余，很难挤出专门的阅读教学时间，孩

子们可读的课外书也比较匮乏。

如何让书香弥漫校园，让孩子们爱

上阅读？

2020 年 起 ，木 耳 小 学 开 始 推 广 阅

读，“师生喜阅”被确立为办校宗旨。每

班每周开设不少于 3 节的阅读课，引入

专任的阅读老师，采取互动性的教学方

式，孩子们同书籍建立联系，阅读梦渐

次萌发。

得益于教育部门统一配备的 4000
余 册 书 籍 ，木 耳 小 学 推 广 阅 读 顺 利 起

步。近年来，凉山州不断探索推广全民

阅读，加强中小学图书馆投入，配备了

1485 万余册图书，中小学生人均图书达

到 14.8 册。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山里娃阅读起点低，配备书目中

有一大部分难以读懂。”张东胜发现，孩

子们的阅读能力参差不齐，五六年级学

生能够阅读文字量较大的儿童文学，但

中 低 年 级 的 孩 子 ，更 适 合 绘 本 、图 画

书。如何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书籍，

把好不容易激发出的阅读兴趣维持住？

“点亮阅读微心愿”活动进入木耳

小学师生的视野。

该活动在中宣部印刷发行局指导

下，作为四川“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的主

题活动之一，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主 办 ，征 集 乡 村 中 小 学 生“ 阅 读 微 心

愿”，引导社会爱心人士认领孩子们写

下的“心愿卡”、捐赠图书。去年启动以

来已实现 8000 多个“心愿”。

4 月 初 ，木 耳 小 学 的 100 张“ 心 愿

卡”，“漂”进了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的阅读服务事业部。几天后，

100 册图书“漂”回木耳山，儿童文学、绘

本故事、立体故事书、经典读物……内

容类型丰富、适配 5—16 岁各年龄段，正

是师生们的迫切所需。一批新的“心愿

卡”也藏身其中，阅读梦想未完待续。

如今，自发捐书的公益组织和爱心

人士越来越多，用书需求也可以充分沟

通，学校藏书已经接近 1 万册。回想当

年去县城为娃娃们自费买书时囊中羞

涩、拿了又放的窘态，张东胜笑中带着

一点难为情。

“一本本爱心图书，可以陪伴他们

度过一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为他们

带来一点点快乐，为他们探索更大的世

界增添一点点力量，就是意义所在。”新

华 文 轩 阅 读 服 务 事 业 部 总 经 理 杨 柳

青说。

与此同时，阅读课也更加科学化、

专业化。

《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兼顾趣味

与哲理，《海底的秘密》《世界自然奇景》

等科普图书激发求知的欲望……不只

选大部头的名著、传记，从简单易读的

绘本讲起；老师领读、演绎，学生倾听、

互动。

开 设 阅 读 课 的 第 二 年 ，老 师 开 始

探 索 在 中 高 学 段 班 级 讲 解 短 篇 小 说 ，

后 来 又 新 增 了 读 后 感 写

作 、朗 诵 和 绘 本 创 编 环

节 。 图 书 角 里 的 书 本被

翻得卷边、泛黄，班 级

借 阅 记 录 本 写 得 密

密 麻 麻 ，课 程 循

序 渐进，阅读

的 力 量 不 断

延展。

阅 读 氛

围 渐 浓 ，硬 件 亟

待 跟 上 。 学 校 依 山 而

建，曾经教室不足，两座书架只能挤在

老师办公室里。“能有一间阅览室就

好了。”孩子们常这么说。

为 此 ，西 昌 市 教 育 和 体

育局出资修缮操场上空置

的板房，木耳小学有了打造

阅览室的空间。规划功能

区、购置设备材料、拼接摆

放，老师们亲力亲为。屋里

摆上暖色调的桌椅，专门挑

选矮柜用来装书，学生们伸手

就能够到。

“咋就不能建成办公室？”有人

这样建议。学校办公环境的确简陋，

不足 16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挤着 8 名老

师。然而，大伙还是达成共识：必须呵

护来之不易的书香。

建成开放不到一个月的阅览室，成

了木耳小学最“豪华”的地方。师生们

都相信，书中蕴藏着通往未来的钥匙。

伴 读

把一张张“心愿卡”用麻绳串起来，

挂在田埂上作为会场装饰；多翻几遍要

上台推荐的书，跑到镜子前偷偷练几遍

诗朗诵……世界读书日临近，全校都忙

碌起来，每班开设形式不同的读书会。

读书会采用走班模式，课堂内、田野间，

师生索性席地而坐，自由地交流。

让 阅 读 成 为 一 件 有 仪 式 感 的 事

——这是学校举办读书会的初衷。凉

山州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马泽郎介

绍，在发达的物流和信息技术帮助下，

农村孩子能够越来越便捷地接触到书

籍，接下来要努力为中小学配备专职阅

读指导教师，“有了优秀的伴读人，孩子

们会大步前进。”

支教老师来了。“孩子们的悟性并

不差，只是缺一本好书、一个伴读者，调

动起他们的求知欲。”支教老师陈智锐

坚信，阅读是自我提升最经济、有效的

方式。今年是他来到木耳小学的第三

个年头，中文专业的他大学毕业后参加

了支教，本想两年后就回广州老家，但

最终选择扎根大山、推广阅读。

数字课堂来了。打开一体机，接入

在线教室，孩子们就能听一堂在线阅读

课。一系列课程由腾讯可持续价值事

业部数字支教实验室针对乡村学生设

计，由来自北京、上海的名师、作家讲

授，系统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与

学校开设的阅读课互为补充。

伴读带动“悦”读，也让孩子们变得

更加自强、勇敢、勤思。

四年级的惹机石拉曾是令人头疼

的“问题少年”。他个头不高，平常沉默

寡言、独来独往，课上常一头雾水。

阅 读 给 了 少 年 重 新 起 跑 的 机 会 。

惹机石拉在阅读课上常听得入迷，不自

觉就举起了手，“其实也没那么难。”他

开始尝试更多事情：主动借书、结交朋

友、参加班级羽毛球赛。

翻看学生的作文册，六年级班主任

李云莉感叹：“从前文中出现最多的是

放羊、种土豆，现在不一样了。”

在作文《我的愿望》中，学生杨杰古

写道：“我想当旅行家，去看看祖国的大

好河山。”同班的阿于伍机则想成为飞

行员：“飞出大山，看看天上

有什么。”班里最爱借

书的马作子，不愿

早早谈及未来，

她说：“要考上

好的中学、大

学，读更多好

书，去寻找人

生目标。”

“书籍能为

山里娃建起一道

筛 选 信 息 的 屏

障。”张东胜认为，阅

读中的信息流是慢的，

学 生 可 以 反 复 咀 嚼 、辨

识、选择。凉山州提倡依托

书香校园培育书香家庭，去年

有超过 1.5 万人参与亲子阅读。“预

防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和短视频，陪伴就

是最好的方式。”阿合三吉说。

“ 阅 读 可 以 提 升 选 择 的

能 力 。”陈 智 锐 觉 得 ，“ 无 论

走 出 大 山 、留 在 大 山 还 是

回 到 大 山 ，希 望 孩 子 们 都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发光

发热。”

读书会上，学生吉俄阿

果在自创的绘本中画出了未

来：少年的她抡起锄头，开垦荒

地；荒地绿了，卖掉作物，她有了

茅屋。劳动中日夜轮转，茅屋变成

楼 房 、大 厦 ，最 终 一 座 城 市 拔 地 而

起 。 故 事 结 尾 ，吉 俄 阿 果 昂 首 挺 胸

站立。

她给故事起名为《努力就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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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日特别报道R

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当春风染绿大凉山，蓝天白云下，

木耳小学的师生围坐，打开色彩鲜艳

的儿童绘本，翻阅奥妙无穷的科普读

物，想象远方，想象星空，想象长大

——阅读的快乐，近在咫尺，一个好大

的世界装在了心里。

可 有 时 ，阅 读 的 快 乐 又 有 点

遥远。

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是课本，想买

故事书要跑很远的路；打开一本书，不

认识的字像是拦路虎，而手机里的诱

惑又在招手——对于村民尤其是孩

子来说，阅读，想说爱你又并不容易。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

示，2021 年城镇居民图书阅读率为

68.5% ，农 村 居 民 的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50.0%。农村居民阅读率低于城镇居

民，有着诸多客观原因。从乡村实际

情况出发，当前需要以更多生动的形

式推广阅读，以伴读带动“悦”读。

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留

守儿童存在阅读时间不足、缺少有效

的阅读指导、阅读困惑较多等问题。

短视频等应用普及，更使得与手机

“抢夺”留守儿童的时间成为迫切课

题。推动全民阅读向乡村延伸，不妨

从发挥阅读的连接与陪伴作用出发，

着眼于提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使用

效能，落脚于培养村民阅读习惯。

改变悄然发生。全民阅读活动示

范引导，社会力量踊跃呼应，乡村文

化振兴、文旅融合蓬勃发展，一股强

大合力，将书香之风吹进广袤山乡。

连续几年开展的“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评选最美农家书屋、乡村阅读

榜样，让一批奔走田埂、送书爱书的普

通人受到关注。河南内黄县“微光书

苑”创始人李翠利说，“爱书，也想让更

多人读书”，农村超市的书架，成为点

亮阅读的微光。去参加读书会的人，

涌进农家书屋、乡镇文化站，也亮相

在乡村文化活动中。最近，在飘香的

梨花林里，湖北枝江市百里洲镇就办

了一场乡村伴读梨花诗会。

让阅读的快乐离田埂更近些，还

需要更多改变。以农家书屋为主体

的乡村阅读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怎么

用好，重在深挖提供阅读服务的潜

力。调动教师、返乡人才、志愿者等

群体的积极性，借助数字技术，探索

更多样、更灵活的伴读形式。

期待更多伴读带动乡村阅读走

向“悦”读，激活阅读渴望，满足爱书

人的阅读期待。

以多样伴读，带动乡村“悦”读
智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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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阿合布吉（左）

和阿合尔曲姐妹。

图②：木耳小学阅

览室。

图③：孩子们写好

的心愿卡。

图④：大山里的读

书会。

以上图片均为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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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推动全民阅读向乡村延伸，是“书香中

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中意义重大。

4 月初，木耳小学的孩子们写下了 100 本想读的书，这份满载心愿的书

单寄到了四川成都一家出版企业；几天后，100 册爱心图书来到了海拔 2000
多米的木耳山上，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一次跨越 500 多公里的书香传递

得以完成。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我们将目光投向广袤乡村大地：四川凉山

深处的木耳小学，通过开设阅读课、搭建阅览室、举办读书会，在田埂守望书

香，让乡村孩子感受阅读之美、读书之乐。

木耳小学的故事，也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无论山多高、海多远，打

开书时，广阔世界就在眼前，阅读的力量在这里发生。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