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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胤

“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我来说确
实很重要，也很意外，让我认识了很多
老师，鼓励我以后更好地去读书和写
作。” 昨日，在由本报与中铁二十局集
团工会共同主办的“中铁二十局集团工
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表彰座
谈会上，提起自己获奖并参加座谈会的
感受，此次征文优秀奖获得者代表张小
北感慨万千。小北祖籍甘肃，曾经在西
安当过兵，退伍后在博世力士乐 （西
安） 电子传动与控制有限公司工作。
工作之余，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也让他有了很多同其他 80后不一样的
收获。“我会继续关注《陕西工人报》
和陕工网。”张小北说。

一等奖获得者连忠照是陕西省第五
届道德模范，尽管身体残疾腿脚不便，
他也专程从咸阳赶到西安参会。连忠照
告诉记者，他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作家，
像巴金那样，写出感人至深的美好文
字。感谢《陕西工人报》这个平台，让
他有了思想和情感宣泄的地方。

来自西北工业集团的陈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在车间工作，上班

面对的是一堆铁疙瘩，业余她最喜欢读
书。对陈梅而言，没有书籍的生活是乏
味的。别的女职工下班后去购物，而
她却选择买书。“以书为伴让我学会了
拒绝平庸，让我觉得生活更加完美。”
陈梅告诉记者，去年一年她在各个报
刊杂志发表了 100多篇作品，也获得了
不少奖项，但像报社举办的这样特殊的
表彰座谈会，她还是第一次参加，倍感
亲切。

来自高校的获奖作者常晓军曾获冰
心散文奖，他感慨地告诉记者，这次表
彰会非常接地气，既有获奖代表的分
享，也有精彩的获奖作品朗诵，还有专
家的即兴讲座，时间虽然短，但内容丰
富，自己收获满满。常晓军说，自己会
继续通过读书净化自我，以书为友、以
书为鉴，使自己成为一个目光更高远、
内心更丰富的人。

专程从贵州赶来参加座谈会的一等
奖获得者、中铁二十局贵阳公司职工盛
胤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感叹道，作
为一名一线铁路建设施工人员，工作之
余读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这次座谈

会令他感受最深的是本报林萍、赵院刚
深情地朗诵，生动演绎了获奖作品，也
让作品的内在精神动力得到升华。“聆
听这样的朗诵本身也是一种阅读体验，
更是一种享受……”盛胤说。

著名散文家、陕西省散文学会会
长陈长吟老师现场的即兴讲座，分别
从作家读书和个人写作两个方面，为
大家上了一堂难得的写作提高课。分
享了自己的读书、学习和写作经验，
并给大家推荐了十位作家的十部经典
文学作品。大家边听边记，不时露出赞
同的目光。

短短一个上午的表彰座谈会结束
了，留给获奖作者更多的则是感动和激
励。来自高陵区的两位获奖作者高兴地
说，人生的旅途中有太多的过客，但是
书香将永远是他们心灵的归宿。通过
《陕西工人报》这个平台，让他们懂得
了以后不仅要读经典、品名著，更要读
好书，尤其是要学会精读、细读，培养
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

本报记者 兰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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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用心感受世界最便捷的方式
“中铁二十局集团工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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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 建功新时代
——“中铁二十局集团工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赛表彰座谈会侧记

我是中铁二十局贵州公司职工盛
胤，作为一名中国铁建人，常年奔波在
外，今年有机会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
年，我很幸福。

父亲是 1936年的人，在写《父亲与
<本草纲目>》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叫《父亲》，被爱人发到家族微信群，把
大家感动得稀里哗啦。从此以后每年
回家，晚辈们总拉着我父亲问这问那，
两眼饱含深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有其人、有
其事，才会发乎情，流于行。感谢我的
父亲、母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就不
会有《父亲与<本草纲目>》，更不会有我
今天的荣誉。

我只不过是个爱好写作的小学生，
这次参加读书征文活动，有一丝机缘巧
合，一是对父辈的崇敬感恩和对下一代
的教育传承；二是有幸与各位老师欢聚
一堂共享读书快乐。

学习拜读了连忠照老师《我的读书
经历》，让我看到了矢志不渝、笔耕不辍
的坚韧与伟岸；高红红老师《<宽心>让
我心宽》，让我感到字里行间中宁静致
远的高雅和淡泊豁达中娓娓道来的从
容；我羡慕孙厚明老师《一只伴我四十
年的草绿色弹箱》里娴熟深厚、游刃有
余的文字功底……

一个有感情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某
一时某一刻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感动，
在一些平台和范围内把这些感动传递
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就是读书带给
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孙厚民

我是来自工程项目上的一名建设
者，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中铁二十局
集团工会杯”陕西省职工读书征文大
赛表彰会，能够作为获奖代表发言，在
忐忑不安和诚惶诚恐之余，倍感荣耀
与高兴！

我创作的题为《一只伴我四十年的
草绿色弹箱》（以下简称《弹箱》）一文，
叙述了我与这只绿色手榴弹箱的半世
情缘。写作素材来源于我的真情实感，

“弹箱”见证了我四十年来的读书和成
长历程，记录了我的辛勤与收获。《弹箱》
这篇文章是我内心情感的真实抒发和自
然流露，尤其是这只“弹箱”的失而复得，
使它在我心中愈加弥足珍贵！这只“弹
箱”与我所经历的故事将永远鞭策激励
着我，奔向求知若渴的生命远方。

古人云：“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
书比写作更重要，书籍中散发着永恒的
香味。把读书作为日常，是一个人生命
中最好的习惯。然而，养成和坚持这个
习惯却不是易事，多数人因种种原因半
途而废。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时常会有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的
遗憾。我迫切地感受到求知的如饥似
渴，时间的紧迫，人生的短暂和读书的
重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在书的海
洋里如饥似渴，寻寻觅觅，与读书再续
情缘，书写好我人生的下半场。

“又是一年春草绿。”十分高兴应邀作为获奖代表参加
由“娘家”报社举办的这次座谈会，与新老朋友相聚甚欢，有
感而发。简言之：一赞二说三叹。

一是赞：在举国上下以“文化自信”为宗旨打造“书香之
城”的大背景下，报社主办的这次“陕西省职工读书大赛”征
文活动意义非凡，社会反响热烈。阐发读书哲思，涵养人文

精神；分享读书
感悟，提升品质

修养，既是此次征文获
奖作品的精髓所在，亦是根

植企业文化的内涵所在。从作者通过读
书所洞开的灵魂世界里，读者可以从中

“读”到别样的诗意人生。
二是说：说起我与本报的交集，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

代中期，当时我在一家大型国企从事管理工作，因对文学
艺术的向往，写写画画、读书阅报，便成了我工作之余的
最爱。而本报则是向我开启的第一扇窗，时有一些“豆腐
块”作品得以发表。也许是机缘巧合，1985年，报社面向
全省公开招考采编人员，得益于勤能补拙，读书受益，我
成为报社大家庭的一员，在“娘家”笔耕10余年间收获颇
丰，继而又被选调进入新华通讯社从事采编工作近20载。
企业之于我是“根”，陕工报之于我是“脉”——根脉之情，终
难割舍。

三是叹：享受诗意人生，心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大。
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汲取知识营养的方式中，读书是最古老
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弗·培根说过:“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
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
察得之。”我以为，与其他浮光掠影式的速食“文化快餐”相
比较，读书滋养、净化和提升灵魂的作用最为明显。

桂维平

我叫陈梅，就职于西北工业集团。
首先感谢中铁二十局，感谢《陕西工人
报》举办的这次征文活动，让我得到这个
和大家交流、向大家学习的机会。

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谈。
我一个表哥在韦曲摆摊卖小人书，我经常去帮表哥看摊，
渐渐就爱上了读书。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找不到书读，
常常是借书来读。记得我第一次买书，走了十几里路，在
一个废品收购站买了旧书，现在条件好了，书店很多，网购
也方便。记得有人说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觉
得能有选择地读书，每天枕边摆满期待要读的书，是非常
幸福的事情。

读书是用心感受世界最便捷的方式，随着网络日渐发

达，各种错综复杂的信息不断涌来，越
来越多的人陷入焦虑，坚持阅读是对抗
平庸最有效的手段。一个读书万卷，胸
有千壑的智者，对事物有明晰清澈的判
断，对善恶有恰如其分的辨析，对挑战

和困难有从容应对的勇气，对温柔有真挚诚恳的回应，这
些，是我追求的完美境界。

杨绛先生曾说，不读书，一星期就白活了。因为爱读书，
我被西安晚报和新华书店评为“西安最美读书人”，手捧奖状
那一刻，我想我更加有责任参与到全民读书的活动中去。

文学因阅读而存在，生活因阅读而充实，生命因阅
读而精彩。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做阅读和写作的苦行僧，
进一步积淀生活阅历，写出更贴近时代脉搏的作品。

陈梅

李焕龙

重视职工读书，不仅是为
提升职工队伍素质，而且是为
推进国家文明昌盛。因为“职
工”是国家主人，“职工”的素
养，体现着国家力量。从这个
意义出发，本次征文活动，不
仅是一场文化赛事，而且是一
次文化兴国的大练兵，是全省
广大职工响应国家号召，积极
投身“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的大行动。

正因为如此重要，我们
安康市县两级图书馆广泛发
动、积极组稿。与此同时，我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了“职工
读书”方面的“三难一法”。

“三难”，是一些机关、企事业
单位在开展“职工读书”活动
中，普遍存在有号召而难以

落实、有部署而难以督办、有
奖惩而难获成果三大难题。

“一法”，是少数单位采用创
办读书会的方法，使“职工读
书”的难题得以破解。

安康振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在职固定职工300多人，
在创建文明单位中，他们把帮
助“职工读书”当成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的大事来抓。他们通
过创建读书会，不仅激发了全
员学习热情，而且办成了吸引
省内外数十家企业加盟的合作
交流平台，成为安康市职工教
育典范。

为此，我们计划今明两
年将以读书会建设为重点，
以团队阅读“力推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安康”。

常晓军

生命有限，如何让有限
的生命过得更有质量、有意
义？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书。

读书，可以让一部作品
重新获得生命，尤其是在碎
片化阅读、实用性阅读风行
的当下，坚持经典文本阅读，
可以感受到精神生活的美好
与雅致，可以从中感受历久
弥新的生命力。林语堂说：

“读书能让人得新知，增学
问，养性灵。”对于爱读书的
人来说，读书是一种积极向上
的探索精神，一种艺术世界外
的审美，无疑是享受、是快乐。
可以让人更好地发现自己，检
查自己，提升自己。也可以知
晓人生，可体味天地。

古人云：三日不读书，则

面目可憎。这些年，我最大
的爱好就是买书、藏书，甚至
出差时都不忘带本书。长此
以往，养成了每天都要读书
的习惯。我将其视为一种乐
趣，我也知道，这其中蕴含着
太多积淀、虔诚与爱，很容易
让人忘掉芸芸社会中的纷
繁。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只是
想能在芸芸众生的水泥森林
中，有独处一隅的清醒，净化自
我，让浮躁的身心得到一丝安
宁，却没想到通过阅读完成了
洗尽铅华的真实表达——不争
不媚、不亢不卑；书写下了岁
月风尘中的平淡无常——坚
守从容，淡泊人性。

这或许就是书给予我的
力量。

田家卫

读书和写作是一对孪
生姊妹，读得多了，就开始
对照现实反思生活，不由感
觉到自己也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倾诉。

谈到创作的体会，我觉
得不管是作家、作者，还是一
个平常人，都要去面对生与
死的哲学命题，以及我们对
苦难与幸福，梦想与奋斗，爱
恨情仇的态度和真切感受。
生活哲学是人们面对酸甜苦
辣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中国
古典之“道”在生活中碎片化
的体现，甚至是反哲学的意
识形态。因此，一个散文写
作爱好者，首先要解决思想
认知问题，即我们对生活哲
学的理解。

毋庸置疑，我们每个人
生活的阶级是不一样的，并
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对同
一事件的观点千差万别。要

用文字诠释一个人或一个群
体的生活哲学，作者就要真
实地融入他或他们的生活境
界。人是善于妥协的，一方
面向生活困境让步，寻求心
理的自我满足；一方面人又
善于创造，怀揣着梦想把生
活的苦酝酿成蜜。用动态
的辩证法去分析和理解生
活的情感是散文写作的根
本要求。

三十多载时光流转，许
多渗透着生活哲学的往事在
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也成
为我写作的题材。作文者未
必都成作家，但同样享受着作
文思绪酝酿之苦，分享之乐。

哲学源于生活，生活折
射哲学。一个作者唯有用心
体会生活真谛，采撷生活浪
花，用文字诠释好生活哲学，
才不至于自己的短文空洞乏
味，让读者有所感触。

我是蒋碧辉，现为陕西省
国际文学艺术促进会副主席，
和谐陕西网总编辑。借此机
会，谈三点感受：

一是亲切。去年偶尔看
到这次读书征文大赛，因为
我曾经也是中铁二十局一名
职工，感觉亲切，于是就写下
一篇短文。

二是怀念。我写的这篇
短文题目是《书香依然》，主
要是怀念我的兄长、青年作
家蒋峰。虽然他已不在，但
是他的上万册藏书还在，书
香依然。去年我已经整理完
他的三部遗作：时事评论集
《被压制的命运》、文化观察
集《在爱中挣扎》和诗歌纪念

集《此处的乡愁》。
三是表率。大人做什

么，孩子就会学着做什么。
我儿子今年 7岁，每天晚上，
他已经习惯了睡前阅读，虽
然有的书籍还是拼音版的。
今年春节，他写了一篇写画
作业——看《水浒传》，小学二
年级的孩子能把他喜欢的英
雄人物——林冲的特点用文
字和图画表现出来，与他平时
的阅读是分不开的。

最后，我想说读书使我
的头脑变得丰盈，写作使我
的人生焕发光彩，这次获
奖，让我对读书与写作充满
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美好
的憧憬。

蒋碧辉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