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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第30个

“世界读书日”，主题为

“阅读：通往未来的桥

梁”，倡导通过阅读开拓

视野、传递智慧，为人类

共建更美好的明天。

丽水自古书香浸润，

读书传统源远流长。在

新时代，人们通过深度阅

读获取知识、充盈精神的

文化传统从未改变。近

年来，丽水更是全力推进

“全民阅读”，让阅读融入

城市血脉，成为处州大地

永不落幕的人文风景。

最是书香润处州 爱阅之城向未来
党报圆桌会

基层天地广阔，青春大有
作为。年轻干部要积极投身到
基层的火热实践中去，坚守好
学之心、涵养为民之心、永葆
清廉之心，以饱满的热情、昂
扬的斗志、奋进的姿态干出响
当当、沉甸甸的业绩，让青春
之花在基层绽放。

坚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好
学之心，让青春绽放出求知之花。学习是我们长智
慧、提本领的不竭源泉。从“象牙塔”步入基层“大
熔炉”，年轻干部要自觉转变思想认识，坚持“干什
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积极主动向群众学、向
领导学、向同事学、向实践学，切实加强对城乡融
合、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环境整治等工作的学习研
究，在学习中丰富知识、增长见识，不断更新知识库
存、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层面，争当基层工作的

“行家里手”。
涵养“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为

民之心，让青春绽放出奉献之花。基层工作的本质
是做群众工作。年轻干部正处于宝贵青春年华，初
到基层一线，要将为民造福融入终身课题，把“为人
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时刻聚焦人
民群众关心的烦心事、揪心事，与群众同坐一条板
凳，同坐一个炕头，听一听酸甜苦辣，聊一聊柴米油
盐，认真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呼声，切实解决好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用自身“辛苦指数”换取
群众“幸福指数”。

永葆“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清
廉之心，让青春绽放出高洁之花。年轻干部来到基
层，既要善于接地气，保持眼睛向下、脚步落下、身
段放下，更要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传承弘扬“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传统，坚决做到不贪不占、不
拿不要、不跑不送，以清正廉洁的标尺不断要求自
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
志、不毁其节，敢于同不当言行和不良风气作斗争，
认真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

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未来。希望广大年轻
干部把双脚扎根在为民土壤中，把青春和汗水浇灌
在基层这片沃野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
奋斗足迹，用激情燃烧的岁月奏响青春有为的华丽
乐章。

让青春在基层“一路生花”
颜锐

当下，各地政
府 都 掀 起 了 学 用
人工智能的热潮，
各 地 政 务 系 统 都
争 相 接 入 Deep-

Seek 系列大模型，首批 70 名“AI 公务员”也在深圳
福田区正式上岗。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人
工智能既存在着未知，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党员
干部既不能做“技术恐惧症患者”，也不可沦为“算
法盲从者”，唯有以理性态度识 AI、探 AI、用 AI，才
能克服本领恐慌，让技术创新服务于民、造福于民。

破除认知迷雾，明晰人工智能。部分干部对人
工智能存在两极认知：有的将其神化为替代人类决
策的“超级大脑”，有的视作威胁就业稳定的“洪水
猛兽”。这两种极端认知，本质上都是对技术规律
的不了解，导致出现了“本领恐慌”和“数据焦虑”，
担心被技术取代。要看清 AI 的“底牌”，它能提高
办事效率，但替代不了干部走村入户的脚底板；它
能辅助科学决策，但消解不了对群众疾苦的同理
心。从社区里的智能门禁到田间地头的无人机播
种，从政务大厅的“秒批秒办”到防汛救灾中的风险
预警，人工智能技术不是替代人类的“黑科技”，而
是基层治理的“新帮手”。

把握创新节奏，敢渡智能瀚海。新技术落地就
像摸着石头过河，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不管深
浅闷头冲。某地曾花大价钱引入“AI城管”，结果算
法误把晾衣绳当违规广告，闹出群众纠纷。人工智
能不是“一锤子买卖”，从技术选型到场景适配，从
数据清洗到效果评估，每个环节都需下足“绣花功
夫”。党员干部既要有“吃螃蟹”的勇气，更要懂“拆
蟹腿”的门道。试点项目莫贪大求全，要先从群众
反映集中的“高频小事”入手；技术应用勿搞“一刀
切”，应给技术欠缺群体及地区留足适应空间；数据
使用别越界，个人信息保护的红线碰不得。唯有把
风险想在前面，技术探索才能行稳致远。

聚焦民生本位，精织民生图景。人工智能的终
极价值在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驾驭人工智能这
场技术革命，本质上是对党员干部治理能力的新型

“压力测试”。党员干部要当“技术翻译官”，把晦涩
的专业术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解决方案；更要当

“场景设计师”，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找到
人工智能的用武之地。技术应用切忌“花架子”，那
些中看不中用的“智能大屏”、徒增基层负担的“数
字台账”，反而会冷了群众的心。要用包容心态看
待技术变革，用务实作风推动技术落地，用底线思
维防范技术风险，方能让人工智能从展示政绩的

“橱窗工程”变为温暖民心的“幸福引擎”。

当好数字化转型“弄潮儿”
李洋

在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丽水”的时代背景下，丽水以创新
实践探索出一条阅读空间与城市
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通过将
文化基因植入城市肌理，用书香浸
润百姓生活，以阅读滋养市民精神
家园，生动诠释了“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发展理念。

阅读让建筑有呼吸，激发城市
肌理中的书香基因。当“钢筋森
林”遇见“纸质森林”，城市空间便
生长出独特的文化根系。丽水街
巷间星罗棋布的书房，像散落在山
水间的珍珠，既有白墙黛瓦的江南
书院，也有玻璃幕墙的现代书吧。
在应星楼听涛轩内，木梁间的光影

与书页摩挲声相互唱和；遂昌二十
四节气主题图书分馆，让读者在四
时流转的节气之美中体会农耕文
化，践行传统习俗……这些建筑不
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吞吐着文化
气息的生命体，凭借其丰富的文化
内涵与独特的建筑景观成为市民
们争相打卡的文化胜地。

阅读让服务有温度，形成文化
脉搏里的诗意共振。阅读服务的创
新，正在重构城市公共文化的供给
模式，让阅读不分对象、地域，所有
人都能畅游书海，收获阅读的馈赠。
市图书馆“悦听空间”有声悦读服务
化作声音的织梦者，让视障者在声波
的褶皱里触摸文字的温度；莲都将40

万册书籍“装入”1㎡的书屋，嵌进城
市公园、小区、商场以及乡村，基本实
现“10分钟阅读服务圈”。丽水通过
差异化打造阅读品牌，形成“一县一
品牌、一地一特色”工作亮点，例如青
田将咖啡的氤氲融入书页的沉香，打
响“书香咖啡·阅读之城”品牌；缙云
在石壁上建起书房，名为“喜笑岩开”
岩宕书房……浓浓的书香飘满处州
大地。

阅读让心灵有归处，滋养精神
家园的智慧根系。“阅读是人类获取
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
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
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这启示我
们，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

是培植精神根脉的深层耕耘。古往
今来，阅读始终是与心灵对话的桥
梁。朱熹以“源头活水”喻经典传
承，歌德视阅读为“与高尚灵魂对
话”。通过阅读，今人的思想既能汲
取往圣哲思，又能向未来伸展新
枝。书页里包罗万象，既能让人获
得鼓舞，也能收获平静，亦能引发共
鸣。在城市的任一角落，只要拿起
书，读进去，便得到了独属于自己的
方寸之地，灵魂在人世间与自我间
来回切换，边滋养，边沉淀。

当阅读空间突破传统图书馆
范式，当文化服务精准对接多元需
求，当精神滋养融入城市呼吸，一
座城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具象载体。

书香涵养城市文化新形态
姚一欣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此，城
市亦然。丽水这座历史底蕴深厚、
文脉绵延的历史文化名城，骨子里
带有书香气。近年来，丽水大力实
施“文兴丽水、挺进共富”工程，以

“书香丽水·爱阅之城”品牌为引
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这座城市
的文明风尚和生活方式。

一脉书香，是一座城市最动人
的软实力，也是文化惠民最温暖的
注脚。如何构建完善的公共阅读
生态体系，更好地满足市民多元化
的阅读需求，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
担当。从以公共图书馆为主阵地，
构建“15分钟阅读服务圈”，打造一
批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到持续举办
丽水朗读节、乡村阅读季等贯穿全

年、覆盖全域、线上线下联动的阅
读活动；再到构建“一县一品牌、
一地一特色”的全民阅读品牌矩
阵……近年来，丽水通过系统谋
划、整体推进，构建了一个立体多
元、充满活力的阅读生态圈，让阅
读从少数人的雅好变成大众的生
活方式，从单一活动变成综合体
验。如今，从社区到乡村、从机关
到企业、从街头到校园，书香无处
不在，阅读“触手可及”。这不仅
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为城市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和强大的文化动力。

全民阅读，涵养着城市的文化
底蕴，也塑造着城市的精神气质。
阅读丰富了市民的精神世界，提升
了市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品质，让

这座城市充满了书香气息和人文
魅力。在丽水，各县（市、区）既赓
续共同的文化基因，又有各具特色
的文化生态，因此，我市的阅读推
广，既有内在统一的文脉传承，又
绽放出“一县一品牌、一地一特色”
的绚烂火花。如缙云作为旅游胜
地，将阅读空间与自然景观完美融
合，打造出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
青田发挥侨乡特色，创新“咖啡+阅
读”模式，营造独特的文化消费场
景；景宁则依托“文学夜话”，以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文学普
及等。这种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
阅读推广模式，不仅丰富了全民阅
读的内涵，更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认
同感，为地方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持
久动力。每一次阅读，都是与文化

的“深度对话”，于潜移默化中，涵
养出这座城市宁静致远又朝气昂
扬的精神气质。

如今，阅读已成为丽水人生活
的新方式，也成为这座城市鲜明的
文化标识和精神符号。它是提升
自我的学习途径，是放松身心的休
闲方式，也是连接友谊的社交渠
道。无论你是在城市书房的静谧
角落埋头苦读，为理想悄悄积蓄力
量；还是在乡村咖啡书吧里伴着咖
啡香气享受阅读时光，“偷得浮生
半日闲”；抑或是在读书会上和志
同道合的朋友畅谈心得，都会在书
香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收获成
长与乐趣。阅读，让这座城市的气
质更加温润，让市民的生活更具诗
意。

一座书香满溢的阅读之城
王秋蕊

人们常说，读书可以获得力
量。在数字化浪潮席卷的今天，
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知识
获取，成为打造个人精神内核、塑
造城市精神品格的重要力量。丽
水素有“耕读传家”的深厚底蕴，
这一抹书香世代相传的同时，也
探索着阅读在新时代下的多元价
值，成为滋养城市发展的不竭源
泉。

阅读的本质是思想的对话与
传承。老辈人讲：“晴天种地，雨天
读书。”千百年来，“耕读传家”的理
念深深植根于丽水的文化基因，造
就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尚。而这
种传统，也不是停留在故纸堆里的
教条，它逐步沉淀为随着时代演进
不断焕发新生的精神财富。城市
书房、农家书屋、“变身”的新华书

店、街头巷尾的智能书柜……当
下，阅读正从个人修为拓展为全民
共享的文化实践，从书斋里的独处
转变为连接社会的纽带。生活方
式变了，但爱读书的习惯并未丢。
随之而来的是城乡生活的新变化，
比如，在丽水的乡村书屋里，乡民
们不单只看农技书，也开始读小
说、学养生、看历史，读书成了乡村
新时尚。这正是蓬勃发展的阅读
新形式，造就了多元化的阅读可
能。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带来了
阅读的时代挑战。在“拍完照发了
朋友圈就走”的“速食主义”面前，
深度阅读显得尤为珍贵。当海量
资讯以碎片形式涌入生活，人们更
需要建立系统性的知识框架和批
判性思维。这不是要否定数字阅

读的便捷，而是强调在快节奏中保
持思考的深度。比如，有的图书馆
设立了“专注读书区”，此区域需寄
存手机方能进入；各地推进“每天
一小时”亲子共读，提升家庭读书
氛围等，人们已经意识到并在努力
寻 求 传 统 阅 读 与 数 字 阅 读 的 平
衡。实践也证明，纸质书的墨香与
电子屏的荧光可以相得益彰，关键
在于培养专注的阅读习惯和持续
的学习能力。

随着这种平衡的打破和重构，
阅读已然不再是单一的行为方式，
而是一种立体的文化生态。真正
的阅读不应局限于图书馆的书架
之间，而应融入城市肌理、浸润日
常生活。通过创新载体和形式，让
阅读与文旅、非遗、科技等领域产
生化学反应，才能激发更广泛群体

的阅读兴趣。比如开在松阳高山
上的先锋书店，让阅读有了别样的
美学意境；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城
市书房，让在地文化的传承润物细
无声。这种创新不是对阅读的稀
释，而是让经典文化以更富时代感
的方式触达人心，让阅读从任务要
求升级成为情绪价值实现。

一个崇尚阅读的城市，必然是
一个富有创新活力和文化厚度的
城市。丽水持续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不仅仅是对“耕读
传家”的文化守护，更是面向未来
的选择。当每个市民都能在阅读
中获得启迪，打造丰富的精神内
核；当整座城市洋溢着求知向上的
氛围，塑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
品格，在守正创新的对话中，这座
城定然“苟日新，日日新”。

阅读在新时代下的多元价值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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