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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书籍换蔬菜！
宁波建工“书菜计划”
1小时征集到2000余本书

家里的闲置书籍该何去何从？一
场“书菜计划”，瞬间点燃了职工们的
热情。4月 22日下午，宁波建工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举办世界读书日主题活
动，发动职工用家里的闲置书籍兑换
新鲜蔬菜。短短 1个多小时，就征集
到 2000 余本图书。这些书籍后续将
充实到该公司的职工书屋，助力职工
在工作之余畅享阅读时光，营造浓郁
的企业书香氛围。

活动现场，各类蔬菜摆满柜台，胡
萝卜、西红柿、洋葱、贝贝南瓜等，品种
繁多、色彩斑斓。红绿相间的色彩搭
配，为现场注入了满满生机与活力。在
兑换区域，工作人员早已将一份份精心
打包的蔬菜套餐整齐排列，等待着前来
兑换的职工。

“我带了5本书，能换哪些蔬菜？”
“兑换大份蔬菜套餐，需要几本书？”“还
有别的套餐可供兑换吗？”活动刚开始，
前来兑换的职工就络绎不绝。他们中，
有人手捧书籍来兑换，有人抱着满满一
纸箱的书籍，甚至有职工特意从江北子
公司赶来“捧场”。在工作人员细致地
整理、登记书籍后，职工们有序地用图
书兑换蔬菜，现场氛围热闹非凡。

“以书换蔬，这个活动太有意思
了。活动通知刚发出，很多员工一大早
就把书带来了！”来自浙江广天构件集
团的职工朱惠鹭说一口气带来了一整
箱书。她笑称自己是“爱心搬运工”，这
些都是公司职工捐赠的图书。“我平日
里比较喜欢看小说，很多书都有九成
新。昨天我把书架上的闲置书籍都整
理出来了，希望它们有更好的去处。”

这场“书菜计划”是宁波建工继“图
书换绿植”“换书大会”等系列活动后，
围绕“绿色环保 书籍共享”主题开展的
又一场大型书籍共享行动。

书香不仅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更是
企业文化的生动体现。在宁波建工的

“书菜计划”中，书香与企业文化紧密
相连。通过以书换蔬这一创新形式，宁
波建工将绿色环保、书籍共享的理念融
入其中。

据悉，这场活动吸引了200余名职
工踊跃参与，后续这些书籍将在统一整
理后，放置在宁波建工的职工书屋内，
让这些书籍“流动”起来。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夏阳 文/摄

这场展览由“人为之殇”“自然之
蚀”和“修复之光”三部分组成。走进
展厅，每一本破损的书都在无声地讲
述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一定写得很精彩，所以
才会在数不清的读者手中传递，以至
于出现裂脊和书页脱落；这本书，一
定让读书人陶醉其中，以至于不小心
碰翻了放在一旁的水杯，留下些许水
渍；这本书，不知道哪句话触动了读
书的人，忍不住在空白处留下长长的
一段话；这本书，让某个小朋友爱不
释手，悄悄将其中一页剪下珍藏……

谈及展览的缘起，宁波图书馆专
题活动部主任洪敏分享说，有一次，
她看到馆员推着一车需要修复的书
籍经过，“突然意识到，这些书背后或
许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不如将
它们挑出来做一个展，也借此机会呼
吁大家，在多读书的同时，要爱惜书
籍、文明阅读。”

在众多展品中，一本写满字的书
格外引人注目。一位不知名的借阅
者在书页空白处写下自己2024年的
愿望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每天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书，笑看
天下风云，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而这
个梦想早在1993年就已经扎根在他
心中，至今未曾改变。

字里行间，满是对阅读的热爱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让图书馆的

馆员们感触颇深。洪敏说，大家如果
平时在阅读时有所感触，“不妨写在
便签条上夹在书页中，让这份感悟在
读者间传递，让书籍承载更多温暖。”

据统计，宁波图书馆三个馆（福
庆馆、永丰馆、少儿馆）每年约有几千
本书需要修复。对于那些虽有破损，
但不影响阅读的书籍，工作人员会想
尽办法“抢救”，通过修剪、粘贴、钉铆
钉等方式，延长它们的“生命”。这些

经过修复的书籍，虽然留下了“疤
痕”，但依然能继续陪伴读者，传递知
识与力量。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5日，期
待更多读者走进展厅，聆听书页的

“心声”，感受书籍的温度，因为每一
本书都承载着故事与情感，都值得被
温柔以待。

记者 石承承 崔引
通讯员 陈莹 文/摄

有“疤痕”的书
仍能传递知识与力量！
来“破损书展”，听听它们的故事

破损书也能办展？在泛黄的书页、脱落的封面、被勾画的文字里，你
会读到怎样的故事？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原创展——破损书展在宁
波图书馆永丰馆二楼展厅悄悄拉开帷幕。

裂脊的书很受读者欢迎裂脊的书很受读者欢迎。。

经过修复的书籍，依然能继续陪伴读者。

“书菜计划”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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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阅读往往是“一个人的朝
圣”，而集体阅读分享活动则让孩子
们体验思想碰撞的快乐。

4月21日，余姚市牟山镇初级
中学与新疆库尔勒市和静县第三中
学开展的“云共读”活动，不仅是一
次读书分享，更是一次跨越4600公
里的深度对话。当牟山镇初级中学
的徐佳昊与和静县第三中学的莫谢
丽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两
地少年在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里找
到共鸣。

莫谢丽分享起自己的心得：“保
尔在寒冬修筑铁路时的艰难处境，和
我们新疆遭遇暴风雪天时的情景好
像啊！那种恶劣的环境，真的很考验
人的意志。”

徐佳昊不曾感受过暴风雪的袭
击，也分享了对“钢铁意志”的理解：

“余姚水网密布，四季温润，没有你们
那样极端恶劣的天气。但那些静静
流淌的河水，看似温柔，却也能在岁
月中磨平坚硬的石头。这大概就是

‘钢铁意志’在不同环境中都能闪耀
的原因吧。”

江南水乡的孩子看到了库尔勒少
年的顽强和坚韧，也同样输出了静静
流水的力量，这场活动跨越时空，也让
两地学生有了更多的共鸣与感悟，在
交流中拓展了彼此的认知边界。

打破课堂的边界，不同学校有着
各自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方式。

“第一杯敬黄州孤月，第二杯敬儋
州椰雨，第三杯敬提笔破茧的自己。”
这是宁海县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邵泠
慧在参加完学校阅读节后，在作文《与
东坡共饮三杯酒》中写的一句话。这
样的感悟在校园里遍地生花。学校联
合宁海县图书馆，将学生的文学作品
汇编成书，宁海县图书馆副馆长谢海
云感慨：“少年笔下的东坡，既有历史
的厚重，亦有青春的温度。”

这些活动，让阅读超越了书本的
界限、课堂的边界，成为文化交流、思
想碰撞、品德培养的平台，也为构建
书香社会贡献力量。

让文字让文字““ ””起来起来
宁波的校园里，
阅读正突破纸张边界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曾经，校园读
书节多是学生们手捧经典安
静阅读、分享感悟，形式传统
而局限。而如今，随着教育理
念的持续更新和人工智能的
不断进步，宁波校园的读书节
已焕然一新。

从稚子咿咿呀呀的方言
童谣诵读到生活情境下的项
目化课堂，从学生文集出版到
虚拟交互的AI智读……记者
近日走访发现，阅读正在突破
纸张的边界，被重新定义。

余姚学子与新疆同龄人一起阅
读。 校方供图

孩子们在课堂上体验VR。
受访者供图

突破传统阅读模式
让文字“活”起来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来
格纺棉花，舅舅来格摘枇杷，看见
客人咯咯笑……”4月23日，当《摇
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宁波方言版
在鄞州第二实验小学的课堂响起，
孩子们俏皮的发音、生动的肢体表
演，让传统文化有了家乡的温度。

童谣以简短篇幅浓缩诗歌的
韵律美、故事的想象力和民歌的生
活气息，成了该校为低龄段儿童设
计的读书节活动主题。“孩子们不
仅要读出来，还会唱出来、演出
来。晨读、班队课、学校演出，这些
都是孩子们学习童谣、展示自己的
好机会。”该校南校区106班班主
任张丹妮说。

如何突破传统的“书本阅读”，
宁海县实验小学也进行了创新尝
试。该校读书节围绕宋代诗人苏
轼展开，以苏轼的烟火诗意与笔墨
人生为轴，引导学生读东坡、品东
坡、写东坡，通过多元的活动，让学
生走进苏东坡的世界。其中，在美
食创作中，该校的学生在习读苏东
坡的《食猪肉》后，挽袖下厨。孩子
们翻炒糖色、慢炖五花肉，在灶台
前的咕嘟声中，领悟苏东坡对生活
的态度和哲学思考。

与传统阅读局限在“眼睛看文
字”的模式不同，如今的校园读书
节正在从静态阅读到动态体验，让
静默于书页间的文字“活”了起来，
变得可听、可视、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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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
能（AI）、增强现实（AR）等便捷的数
字服务让万卷书触手可及。当你抛
出一个问题，DeepSeek立刻开始了
逻辑推理过程，然后几十秒就能给出
解决方案。面对这样的变革，校园里
的青年教师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利用
AI赋能阅读。

4月23日，鄞州区堇山小学语文
教师吾康的课堂上，孩子们正在和
《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米伊林对
话。“你为什么写十万个为什么？”“书
中没有十万个问题，为什么叫十万个
为什么？”……一个个问题从孩子们
脑袋中冒出来，课堂十分活跃。原来
这是吾老师利用豆包制作了一个米
伊林的智能体，让“作者”来解答他们
提出的问题。这种新鲜感和亲切感，
一下子就点燃了孩子们的兴趣。

吾老师还把自己的VR眼镜带
进教室，增强孩子们的阅读体验感。
他经常使用即梦AI制作视频，仅用
一张照片，就能把作者“复活”，与孩
子们进行一场时空对话。课堂上，
AI让很多阅读体验成为可能。这些
互动性强的阅读形式，让学生不再是

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
这样的现象不只是个例。在学

校读书节活动开展期间，鄞州区惠风
书院五年级语文教师、95后姜鹏也
正使用DeepSeek，为他的学生推荐
适合的读物。

今年，惠风书院组织全校学生开
展有声图书录制活动，用全校共建

“有声图书馆”的方式迎接世界读书
日。各个班级选择一本书，每个学生
选择一段章节进行朗读，并录制下
来。如何保证每个同学选读的篇章
有故事性、可读性，且符合年龄特
点？“我用DeepSeek帮我综合分析
了下，最后选择了欧·亨利的短篇小
说。”姜鹏笑着说。

据鄞州区惠风书院校长陈舒恩
观察，宁波各校以创新形式诠释“书
藏古今”的城市底蕴，让阅读从书本
走向生活，从课堂延伸至成长全程。

“希望学校不仅仅在四月读书节
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更能在日常的
校园生活中常态化、持续性推进读书
活动，帮助更多学生爱上阅读、享受
阅读。”陈舒恩说。

记者 钟婷婷 樊莹

把作者“复活”AI赋能阅读新鲜感

打开课堂边界 体验思想碰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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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甬续
有约悦读

活

“我写作，是为了歌唱朴素而低
微的生命，抚慰一些受伤的灵魂。我
写作，是为了赞美良善和天真。我期
望以文字追随真相，探测人性深处的
秘密……”

4月 23 日，读者从四面八方赶
来，走进宁波作家徐海蛟的文字世
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回他们选择
用耳朵“听见”徐海蛟。

这场朗读会在徐海蛟作品序言
选段的朗读中拉开序幕，就像缓缓推
开一扇通往作家内心的世界的大门。

朗读会的第一部分聚焦古代历
史人物。朗读者演绎了《酒神的黄
昏》《船上的杜甫》《桃花醒着》等作品
选段，用具有感染力的声音将陶渊
明、杜甫和唐伯虎三位历史人物带到
听众面前，用声音“描绘”出他们在岁

月长河中的抉择，展现出他们的风骨
与情怀。

在《百年情书》和《秋白 1935》
的朗读环节，听众从朗读者时而慷
慨激昂，时而沉郁顿挫的声调中，
充分感受到林觉民和瞿秋白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展现出的大义凛然
和家国情怀，一股感动与尊崇的氛
围弥漫开来……

随着朗读的推进，场景转入当下。
《火车驶过落梅坡》讲述了中国高铁的
故事。在朗读者的演绎下，听众仿佛看
到一列列高铁风驰电掣般驶过，载着偏
远村庄的梦想驶向远方，时代变迁的巨
幅画卷也由此缓缓展开……

就在这样一个微风沉醉的夜晚，
二十多位专业级朗读者成了舞台上
的主角。他们中既有获得过全国大

奖的资深主持人，也有话剧演员出身
的青年朗诵家，不同风格的声音交织
在一起，深沉沧桑、婉转细腻、慷慨激
昂、沉静如水……赋予了文字全新的
面貌和韵味，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耳
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今年是《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实施的第六年，4月也是第六个

“宁波读书月”。为了鼓励全民多读
书、读好书，相关部门做了很多探索
和尝试，努力在有限的阅读空间内创
作出无限的可能。本次大型沉浸式
朗读会通过整合作家协会、朗诵家协
会等多方资源，通过多元表现形式演
绎作家原创名篇，让广大读者在阅读
与聆听中，深切感受语言文字的独特
魅力，领略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

记者 石承承 徐杰 通讯员 陈莹

在朗读中聆听文学回响
这场沉浸式朗读会，用声音展现文学魅力

余姚市舜水小学的学生认真投入课本剧展演余姚市舜水小学的学生认真投入课本剧展演。。校方供图校方供图

宁海县实验小学在美食制作中
品读苏东坡。 学校公众号截图

鄞州第二实验小学读书节活动现
场。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