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书香成为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气
王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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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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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生到带教师，支教初心不改
凌波

致敬“献血朋友圈”
王军荣

“一口知识一口美味”“书香换
‘薯’香”的宣传标语抬头可见，800
余册图书在醒目的位置摆放整齐
……日前，宁波的“主题阅读餐厅”
和“罗城书香专列”让阅读从图书馆
走向街头巷尾，甚至钻进地铁和餐
桌。这座以“书藏古今”闻名的城
市，正用一场全民阅读的“软基建”，
证明了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不仅取
决于经济数据，更在于街头巷尾翻
动书页的声响。

5月20日《光明日报》

宁波的探索值得玩味：它把阅读
从“阳春白雪”变成了“家常便饭”。
在传统认知里，读书是正襟危坐的
事 ，但 宁 波 偏 偏 让 书 籍“ 流 落 民
间”——瓷器店里摆着茅盾文学奖作
品，酒店大堂放着风物志，连咖啡馆
的越剧背景音都成了阅读的伴奏。
这种“无孔不入”的阅读生态，本质上
是对城市文化基因的重构。当一座
城市能把阅读场景嵌入市民的等餐、
候车、逛街甚至喝咖啡的碎片时间
里，书便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装饰品，
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润物细无
声”的智慧，比建一百座豪华图书馆
更有生命力。

更可贵的是，宁波的阅读推广带
着浓浓的“人味儿”。生产线女工陈
利娟领读的“潮甬读书会”，宝妈闫晓
斐的“书香同行”计划，甚至“伴读奶
奶”“换书大会”这些充满草根气息的
创意，都在揭示一个真相：真正的全

民阅读不是靠行政命令堆出来的，而
是让每个普通人成为“书香传播节
点”。当一位初中辍学的打工者通过
读书逆袭成为全国典型，当换书大会
上学生惊喜地换到心仪已久的《如果
国宝会说话》，这种真实的故事比任
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阅读的魔力，
正在于它能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精
神突围的机会。

但宁波的实践也抛出一个更深
层的命题：在短视频霸屏的时代，为
什么还要大费周章推广纸质阅读？
答案或许藏在那条“走读大运河”的
新闻里——70名书友站在杭钢遗址
锈迹斑斑的高炉下朗读《大运河》，让
文字与工业遗迹碰撞出穿越时空的
共鸣。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沉浸式体验，是算法推荐永远无法替
代的文化仪式感。当一座城市能把
阅读变成“带着书本去旅行”的集体
行动，它实际上是在用书香对抗浮
躁，用共读重建人与人、人与城的深
层联结。

宁波的“书香革命”或许能给其
他城市三点启示：其一，阅读空间不
必追求高大上，但要足够“刁钻”——
钻进市民的生活动线里；其二，领读
者不必是名家大咖，但要有“陈利娟
们”的真实感染力；其三，阅读推广不
能止于借阅量的统计，而要像“换书
大会”那样，制造更多“人与书相遇的
惊喜时刻”。当一座城市能把阅读变
成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它的文明底色
自然会闪闪发光。

5月 18日，那道熟悉的风景再
次出现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忻
元华银龄教师支教团队启程前往凉
山，开启第三次集中支教之行。此次
支教，既为给凉山高考生冲刺助力，
也延续团队“传帮带”传统——与当
地年轻教师结对，助力提升教学水
平。“我们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师资
队伍。”忻元华说。

5月20日《宁波日报》

在宁波，忻元华银龄教师支教
团队，是一张响当当的支教“金名
片”。这些银龄教师原本可以在家
享受天伦之乐，却选择去生活条件
艰苦的偏远山区支教，只因心中都
有一个朴素的信仰——让教育点
亮未来。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魔法爷
爷”忻元华带领退休老教师走进大凉
山，如同一束束温暖的光芒，照亮了
偏远大山里的孩子们。在忻元华的
感召下，不仅越来越多的退休教师加
入支教行列，一些青年师生也跟随忻
元华的脚步，为山区教育注入源源不

断的“新鲜血液”。但毕竟支教资源
有限，如何将有限的力量用在刀刃
上，值得思考。

以往，支教侧重于以学生为中
心，基本上是教学生的思路。这次再
出发，支教团的教学重心将会转变为
带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如果说
教学生是育苗，那么带教师则是培
根。支教的核心是提升教学质量，而
教师则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从
这个意义上说，从教学生到带教师，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是优化
当地教育生态、夯实教育根基的必然
选择。

在带教师上，银龄教师有着天然
的优势，他们有丰富的教学工作经
验，将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教师，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银龄教师在支
教中的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对老教
师抛来的“橄榄枝”，年轻教师欣然接
受，实现了“双向奔赴”。

忻元华银龄教师支教团队再次
起程，从教学生到教老师，不变的是
那份热忱——对大山里孩子的牵挂、
对教育的爱。

5月18日8点，宁波市中心血站
献血大厅里，朱松波笑着挽起衣袖，
完成了在宁波的第301次献血，总献
血 次 数 达 328 次 ，总 献 血 量 达
110000毫升。在这条充满温情的
爱心之路上，朱松波用热血浇筑起
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在他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献血的行
列，形成了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献
血朋友圈”。 5月20日《宁波晚报》

24 年，328 次献血，累计献血
110000 毫升，相当于全身换血 22
次。“热血超人”朱松波用爱心铺就
生命之路，这份跨越血缘、超越功利
的奉献，让人肃然起敬。

更令人赞叹的是，朱松波不仅
用亲身经历感染和带动身边的每一
个人，还经常参与献血知识讲座，向
社区居民普及献血常识，打消大家
的顾虑。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献血行列，形成了令人敬
佩的“献血朋友圈”。

“献血朋友圈”体现的是对生命
的敬畏和对他人的爱。每一次献血
都是对生命的救助，“献血朋友圈”
的背后是浓浓的爱意，是爱与温暖
的具象化呈现。而“献血朋友圈”的
不断扩大，则是爱的渗透和延伸，每

一位成员的加入，都是对生命至上
理念的无声宣誓。

“献血朋友圈”彰显了榜样力
量。朱松波作为“献血朋友圈”的核
心人物，用24年的坚持证明：平凡人
也能以微小善举铸就伟大。他无需
豪言壮语，仅凭一次次挽起衣袖的
身影、一次次在灾难面前挺身而出
的担当，便在众人心中树立起精神
标杆。这种“行胜于言”的示范效
应，远比任何说教都更具穿透力，也
在影响着原本不想献血、不愿献血
的人群，激励着更多人加入献血队
伍，融入“献血朋友圈”。

“献血朋友圈”体现的是时代精
神，展现的是社会爱的传递。无偿
献血已成为公益的一面镜子，成为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每一次献
血都是奉献的表达，“献血朋友圈”
不仅缓解了临床用血的紧张，更在
社会中播撒下互助互信的种子，为
社会增添爱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献血朋友
圈”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献血本身。
坚守善意，并将这份善意传递给更
多人，从而汇聚成强大的力量。这
份凝聚众人力量的生命守护，值得
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愿善意与爱
心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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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折饮品券到账，来杯提神”“上市低价，速来抢，点击领取优惠
券”……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收到过营销短信，尤其到了节假日或促
销节点，更避免不了短信的“狂轰乱炸”。这些短信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末尾通常会标明“回复TD退订”“回复R退订”等。不乏有消费者频繁收到
营销短信，不堪其扰之下选择按照提示退订短信，却可能被收取0.1元信息
费。这些“不请自来”的短信，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

5月20日《中国消费者报》

把不请自来的
营销短信
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