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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金。最是一年春好处，正是读书好时
节。

在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
月 19 日，本报《请进，我们的直播间》栏
目邀请到老作家、老报人王文泸先生，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克厚先生，
几何书店创始人林耕先生，以“书”为主
角，畅谈他们与书的故事，分享读书与
人生的真谛。

阅读，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文化
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为大力推动全
民阅读工作有序开展，我省不断加强

“书香青海”品牌建设，在全社会形成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阅读
氛围，并将全民阅读纳入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以创新、惠民为着力点，
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活动覆盖面越
来越大，辐射面越来越宽，浓浓书香浸
润青海大地。

作为我省“全民阅读”推广人——王
文泸和左克厚从 2017 年起就开始身体
力行，唤起更多人阅读的原生动力，让
大家通过阅读滋润情怀，用经典浸润人
生；从事图书经营事业的林耕也常常通
过各种阅读活动，让书店已不止于“书
店”，进而逐步构建起符合城市自身气
质的文化生态圈。

直播中，三位嘉宾共溯童年，漫谈
读书与成长，细品他们在图书世界中的
所感所悟。王文泸在回忆儿时翻看那
些“还看不太懂”的书时说，父辈对自己
的阅读生涯影响颇深。

“书是灵魂伴侣，是良师益友，每每
看到一本好书，都能从中受益。”“如今，

全民的阅读意识正在觉醒，优秀书籍的
潜移默化，必将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积
极的影响。”在王文泸眼中，阅读不是一
个简单的生活兴趣问题，其对人们的生
活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对此，一旁的左克厚首肯心折。几
年前，左克厚在西宁市创办了公益型学
习平台——有源书院，书院的名称取自

《孟子》与朱熹的《观书有感》。
“学院创办的初衷，只是为了给愿

意读书的人一个空间，但随着每次讲座
开展后，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
越多人参与到学习中来。”左克厚说，

“而我自己也更加致力于‘全民阅读’的
推广，因为我觉得多一个人读书，就是
对社会多一份贡献。”

同样，阅读对于一手创办了网红书

店的林耕而言，是梦想，更是人生境界
的升华。“几何书店的理念与其他复合
书店还不太一样，它们更多呈现的是商
品，而我们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
互，我们在书店里更多地穿插了读者体
验，用消费者本身的体验来带动店内消
费。”林耕表示，几何书店不仅仅是一个
卖书的书店，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
台，用商品来实现文化之间的对接，这
才是书店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的本
质。

当谈及这个时代应该怎样读书时，
三位嘉宾表示，希
望人们都能走进图
书 馆 、走 进 书 店 ，
去选一本自己喜爱
的 书 籍 ，认 真 阅

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求心灵的一片
宁静。希望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多思、
多悟、多写，做深度阅读，在阅读中提升
个人综合素质。

读书的快乐悠长而醇美，读书的收获
持久而丰厚。当天的直播中，嘉宾们从多
个维度诠释读书的能量，深入浅出地传达
了世界读书日的宗旨，希望自己和广大收
看直播的网友都能从书中汲取能量。

直播活动在西海全媒体平台同步播
出，全网直播观看总量超 6万人次，数百
名网友积极互动，读书爱好者在认真聆
听中，表达了自己读书时的乐趣、雅趣
和志趣。

人间四月，书香四溢。直播结束
时，三位嘉宾为读者寄语，期望每一个
爱阅读之人都能将全民阅读活动引向
深入，培养“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良好习惯，通过阅读传递勇气
和希望，通过阅读照亮内心，丰富内心
的力量。

名家开讲 畅谈悦读人生
云上课堂 传播阅读力量

西海全媒体记者 周建萍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张继婷）在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满坪镇康格达山下，坐落着青海
省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永录博物馆。4 月 19 日，
西海都市报直播团队赶赴永录康格达景区，带领近
11万名网友“云”游永录博物馆，参观承载历史文化
的藏品，聆听河湟文化故事。

永录康格达景区讲解员冯清明介绍，景区自
2010 年 5 月开工，历经 6 年时间完成一期项目建设，
包括中式家具文化馆、乌木馆、河湟民俗文化馆、千
佛殿、接待中心等，馆内收藏有河湟民俗藏品、明清
红木家具、乌木及金丝楠木雕刻艺术品、景泰蓝等艺
术珍品。展品种类之丰富、制作工艺之精湛、文化价
值之高，使得永录博物馆成为青海省最大的民间博
物馆，在国内民办博物馆中也首屈一指。

跟随直播镜头，走进游客接待中心，展示柜上
的精美展品让人目不暇接，金丝楠木的桌椅在光照
下折射出丝丝金光；中式家具文化馆内，“长寿床”

“百寿柜”“九龙屏风”等明式、清式家具无不体现雕
刻技艺之精湛；乌木馆中珍藏着种类繁多、题材丰
富的乌木雕刻工艺品，微风阵阵中，乌木的香味沁
人心脾。

设有农忙广场、榨油坊、水磨面坊的河湟民俗文
化馆内，展示着青海河湟地区的生产生活工具。农忙
广场上，五座巨大的麦垛象征五谷丰登，生动形象的
人偶展现劳作、丰收、休闲等场景，传递秋收的喜悦。

“在打谷场，能够引起不少中老年人的回忆，也可以让
新一代的孩子们了解河湟农耕文化。”冯清明说。

直播过程中，网友们纷纷为永录康格达景区点
赞。“今天观看直播，才知道青海也有规模庞大的民
间博物馆，等有空一定要亲自参观！”“之前就去过永
录博物馆，里面的精品物件不少，古董级别高，非常
值得感兴趣的朋友前去参观。”

近11万名网友
“云”游青海最大民间博物馆

4 月 19 日，由西海都市报发
起，四川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云南开屏新闻（春城晚报）、甘肃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4 家主流媒
体联合推出的“黑颈鹤之旅 生态
美之路——青甘川滇四省联动报
道”圆满落下帷幕。其间，4 家媒
体通过融媒体联动报道的形式，
集中展现了黑颈鹤保护的举措和
成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黑
颈鹤这一国家级珍稀物种。

四川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记者杨霁月说，2021 年 10 月，随
着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正式成
立，她与报道小伙伴一起从成都
出发，前往四川若尔盖、青海玉树
等地采访，开始重点关注我国高
原唯一生存的鹤类——黑颈鹤。
很高兴，此次的四省媒体联动报
道中，她也深入了解到，黑颈鹤每
年往返于四省之间。在各地的倾
情保护下，黑颈鹤选择在四省筑
巢安家，为西部高原带来了勃勃
生机。

云南开屏新闻（春城晚报）记
者蒋琼波感慨，从青藏高原到云
贵高原，从春花到暮雪，黑颈鹤不
远千里的飞越，只为寻一山一水

的栖息。通过此次联动报道了解
到，近年来，云南、青海、四川、甘
肃四省努力改善黑颈鹤栖息环
境，同时，通过各地的报道也了解
到黑颈鹤大迁徙的这一壮举，以
及西部高原秀美的景色。

“年复一年，风尘仆仆，高原的
精灵——黑颈鹤又回到了盐池湾，
为广袤的盐池湾带来了生机。”甘
肃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曹勇
说，在黑颈鹤栖息的湿地上，当地
的工作人员时常穿着厚重的雨裤，
不论酷暑严寒，风雨无阻，坚持野
外作业，架设红外相机，时刻监测
着黑颈鹤的一举一动。正是有了
他们的辛劳付出，盐池湾湿地生态
环境日渐好转，也有了黑颈鹤年复
一年的回归。黑颈鹤回归数量逐
年增多，就是对保护区工作人员辛
勤劳作最好的回报。

此次联动，四川封面新闻（华
西都 市 报）记 者 刁 明 康 感 触 较
深。他说，这次采访，不论县城
街道、公路两旁还是草原深处，
都很难见到垃圾。采访守鹤人
如 科 时 ，他 的 眼 睛 不 时 望 向 四
周，发现路旁泥潭里有个烟蒂，
很自然地就去捡了。也许这个

动作之于他，很平常，但对其他
人而言，已经是一场身体力行的
现场教育。

西海都市报连续 3 天重磅推
出“黑颈鹤之旅 生态美之路——
青甘川滇四省联动报道”受到相
关单位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好
评。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青海
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积
极转发本报报道，同时也表示，此
次西海都市报联合四川、云南、甘
肃等地主流媒体发起的联动报
道，真实再现了各地黑颈鹤的生
境，是一次践行“四力”的生动实
践，也为四省间以后共同守护黑
颈鹤提供了好的经验。

另外，此次联动报道，也引起
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新浪、凤
凰、腾讯、搜狐、网易等网站转发
了本报报道。

一排排振翅高飞、冲破层云；
年复一年，守候一个约定，奔赴在
绿色中国的山河之间。人鹤共
舞，高原精灵的迁徙与繁衍，演绎
着一场生态之变，一幅“鹤翔于
天、声闻于野”的和谐画卷徐徐展
开。

“黑颈鹤之旅 生态美之路——川滇甘青四省联动报道”落幕

黑颈鹤迁徙见证生态之美生态之变
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祁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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