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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新的一天 从晨读开始

我市公益晨读活动暑期再掀高潮

琅琅晨读声 幸福书香城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志愿领读 建书香漯河

7月 2日早上六点半，市
区黄山路与淞江路交叉口附近
的街头游园，还未走近，就听
到琅琅书声。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
以 为 师 矣 ； 子 曰 ： 君 子 不
器……”走近一看，在这个街
头的游园里，有 100 多名少
年，在朝阳下，正端坐在一个
个小马扎或者凳子上，手捧书
本，在一位领读者的带领下，
认真读诵《论语》。少年们声

音洪亮、语调抑扬顿挫，沉醉
在读书的世界里。不少过往行
人也被此吸引，或在一旁认真
观看听读，或直接加入到了读
书少年的行列中，跟着领读者
一起大声读经典。

家住市区海河路塞纳春天
小区的市民黄素文和女儿也在
其中认真读诵。黄素文告诉记
者，女儿今年7岁，上小学一
年级。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市
区多个地方都有晨读点，认为

这种形式有益于孩子的成长，
于是，从女儿放暑假开始就带
女儿早上到离家最近的这个点
参加晨读。

“读的都是些传统文化经
典，这对孩子的成长特别有好
处。而且，孩子参加晨读，杜
绝了她睡懒觉。”黄素文说，
她住的小区里有好多孩子都一
起来了，孩子们在一起晨读，
很有学习的气氛，孩子也愿意
参与。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陶小敏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
青年日新，从晨读起！

黄申溪是一名高中生，
坚持晨读近 10 年，今年暑
假，他来到市区黄河路中银
广场的晨读点，当了一名领
读志愿者。

每天清晨5点多，他骑自
行车来到广场里，自己先拿
出一本书，小声诵读温习功
课。这个时候，附近的一些
家长带着孩子，搬着小凳子
陆陆续续赶来，人到齐后，
小黄就开始带着孩子们读。

“我们先从 《论语》 读
起，每天早上读10篇。”小黄
说，在他的领读下，跟读的

孩子们也很积极，整个过程
很少有人捣乱，大家都沉浸
在读书的乐趣之中。

在市区黄河广场的晨读
点，市民徐真真推着儿童车
也来到现场，车里躺着两个
多月大的小儿子。

“让孩子也是来感受感受
读书氛围。”徐真真说，她的
大儿子4岁的时候，就开始参
加晨读，当时漯河的晨读之
风刚刚兴起，现在大儿子已
经 14 岁，坚持晨读已经 10
年。

“这10年来，孩子古诗词
背 了 不 少 ， 文 字 功 底 还 可
以，最关键的是孩子通过晨

读，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喜
欢阅读。”徐真真说。

市民赵文霞的儿子今年 4
岁半，她告诉记者，她带儿
子参与晨读开始于 2016年夏
天。每天早上 5 点半到 7 点，
她都会带儿子到晨读点读经
典，现在儿子已经会背 《论
语》 的一到十二，而且儿子
比之前也变得更有定力了，
也喜欢读书了。

“没事他自己在家爱翻书
看了，也挺安静的。因为经
典里也很多传统文化，孩子
能学到一些知识和为人处事
的规矩，孩子比之前懂事很
多。”赵文霞说。

在郾城区城关镇桐刘村有
一条小巷，小巷窄窄，庭院深
深。

左海静的家就在这条巷子
里，门前有一棵大核桃树，绿
荫遮阳。树下摆了 7张小桌，
还有若干小板凳，几十个孩子
正跟着左海静学习古诗句，书
声琅琅。

左海静不是老师，做的工
作也和教育八竿子打不着，那
她怎么想起来在家门口设一个
晨读点呢？

原来，她在 2014 年的时

候，开始带着上五年级的大女
儿到辽河花园小区门口的晨读
点，跟着老师读诗书。

这几年下来，大女儿不仅
背会了四书五经，还诵读了不
少唐诗宋词，古文功底大增，
给孩子的学习也带来诸多益
处。前年，二宝出生了，尝到
甜头的她希望二宝能更早地接
触阅读，和家人商量后，去年
决定在家门口设一个晨读点。

“我的想法有点自私，就
是希望邻居们的孩子，或者家
门口附近的孩子，都来俺家门

口读书，给二宝创造一个读书
氛围。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有
这些孩子们来相伴，二宝将来
一定能找到读书的快乐。”左
海静说，为了更孩子们晨读创
造更好的读书环境，她找到一
个书画班，把人家废弃的小桌
子运回家，洗了洗、刷了刷，
晾干。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
里，每天早晨6点准时摆在家
门口。

小巷里，绿荫下，时光无
声，微风轻抚，书声回响，生
活在这里增添了几分诗意。

早上7点，市区黄山路与淞
江 路 交 叉 口 处 的 经 典 诵 读 结
束，领读志愿者王亚亚带领孩
子们一起做诵读的结束仪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孩子的齐声朗诵声振聋发聩，
振奋人心。

参与诵读的孩子们刚一散
去，王亚亚的丈夫胡传杰立刻
将一岁多的儿子递过来，孩子
哭着闹着要吃奶。王亚亚擦擦
头上的汗，坐在路边开始喂孩
子。

王亚亚在我市一家单位上
班，2015 年开始参与经典晨读
的领读。最开始是她大儿子喜
欢读经典，她就带着儿子在家
附近的公园在早上一起诵读，
后来有市民看到加入，她就带
着一起读。时间长了，参与的
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 100 多
个，她也就一直担任着领读者
的角色。

据了解，王亚亚的大儿子
在小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学
堂专门学习经典诵读，目前已
经能够通读背诵 30万字的中外
经典。而王亚亚也习惯了做领
读志愿者，去年她生了二宝，
短暂休整后又投入到每天早上
领读的行列中。

“孩子爸爸也支持，每天早

上 我 领 读 时 他 抱 着 孩 子 在 一
边，也让孩子听着我们读书，
读完后我再喂孩子，之后我们
再去上班。”王亚亚告诉记者，
她做领读者没有任何报酬，但
她看到了经典在大儿子身上起
的良好作用，就想将这项工作
坚持下去。

像王亚亚这样的志愿者，
在各个晨读点还有很多。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个晨
读点的组织者都志愿服务，有
的是在校老师，有的是文学爱
好者，有的是坚持晨读多年的
学生，还有一些社会组织的人
员和一些热心家长。

晨读也一直坚持公益性，
有条件的组织者提供一些桌椅
板凳，但大多数都是晨读者从
家中自带板凳。晨读者多数是
学生，也有家长陪同跟读，他
们 阅 读 的 书 籍 大 多 数 也 是 自
带，晨读时间一般是从早上6点
到7点。

“推广公益晨读活动，目的
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
晨读中诵读经典、感悟经典，
陶 冶 性 情 、 继 承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 不 断 扩 大 阅 读 面 和 阅 读
量，进一步倡导全民阅读，弘
扬文化，为构建书香社会贡献
自己的一分力量。”参与的志愿
者们说。

这里没有学堂，没有教室，没有空调，没有桌椅板凳，有的是河流、
草地、绿树和鲜花，在这里以晨曦为明灯，以大地为板凳，以膝盖为桌
椅，手捧一本书，迎着夏日清晨的微风，或高声诵读，或低声慢吟。

这里是漯河的早晨。进入暑期以来，我市公益晨读活动再掀高潮，在
河堤旁、广场上、小巷里……37处公益晨读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早
起来，读书去”的口号，在朋友圈里走红，成了市民口中的热词。

我市公益晨读活动发轫于10年前，这些年来，我市将书香城市建设作
为加强文化建设、开展百城提质和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着力打造“幸福
漯河书香城”，正所谓，有一种坚持，是早起晨读；有一种幸福，叫书声
琅琅；有一种风尚，处处闻书香。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小巷深处 书声伴成长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晨读多年 习惯变自然

市区黄河路中银广场，晨读近10的黄申溪领着大家诵读。

郾城区城关镇桐刘村，左海静家门口的晨读点吸引不少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