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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年阅读更“悦读”
□杨博

为保障老年人基本阅读权
益，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
需求，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
老龄协会等 14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了《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
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
到，要引导广大老年人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丰富老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 让广大老年人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阅读，多多益善。对老年人
来说，更是如此。 有研究表明，
阅读能刺激神经系统发展，促
进新神经元的“诞生”。所以，阅
读就像是一种有益的锻炼，相
当于进行“神经运动”和心理体
操。 阅读甚至可以为生命增加

“年轮”，延长寿命。 然而，让老
年人更“悦读”却有两大痛点。

一是缺线下场景，二是有数字陷
阱。 二者归结为一点，就是适老
化改造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阅读群体满意度与政策需
求调查表明，尽管老年人会参加
线上线下各种阅读活动，但线下
阅读活动还是首选。 因为，线下
阅读促使老年人踱出家门，重新
建立社会联系， 幸福感更强烈。
《意见》鼓励社区配备银龄书架，
探索“+ 养生”“+ 交友”等消费
新模式，为建设适老化的多业态
叠加复合空间开拓了思路。

《2023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
告》显示，我国参与数字阅读
的 60 岁及以上读者数量已
达 2400 万人。 可现实中，能
上网不等于会“冲浪”。 在互
联网生活中， 老年人抵御风

险的能力低于年轻网民， 因医疗
健康与食品安全类的谣言“受伤”
最多。 提升阅读含金量，消除数字
陷阱， 防止数字沉迷， 需要一场

“多向奔赴”。 譬如，加大资源整合
力度， 丰富可听可看的富媒体内
容，消除套路繁多的广告植入、徒
有其表的界面设置、 无实际效果
的操作步骤；面向老年人，鼓励互联
网平台开展数字阅读推广活动，让
阅读成为易于分享、 愉悦心情的社
交活动；在家庭中，引导“一老一小”
牵手读书，让老人通过代际间的“数
字反哺”融入数字生活。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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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没有尽力，就没有资格
批评别人不用心。 开口抱怨很容易，但
是闭嘴努力的人更加值得尊敬。

●不掉下悬崖的最好方法是远离
悬崖。 面对诱惑，不是要与其抗争表现
坚强和英勇，而是应该远远躲避。

●岁月只会带走外貌的美丽，但对
内心的美好一点办法都没有。

●真正的坚韧，应该是哭的时候彻
底，笑的时候开怀，说的时候淋漓尽致，
做的时候不要犹豫。

●高考时最崩溃的事情是 ：模糊
记得这道题老师讲过 ， 但清晰记得
自己没听。

●不被贪婪所诱惑的人负担最小。
●变老并不等于成熟，真正的成熟

在于看透。
●金钱只是欲望的帮手，真正把人

引向毁灭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欲望
失控。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说实
话，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不好，我不
知道她怎么笑得出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再而衰，
三而竭。

●每个人都会累，没人能为你承担
所有伤悲，人总有一段时间要学会自己
长大。

●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
有烦恼。

●熟能生巧，只是经验；熟而后生，
才会创新。

●敏感会替你制造烦恼，心软会替
你制造伤害，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人生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压力而
是无聊。

●通往成功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
少不了别人的嘲笑或嫉炉。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

长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教师无小节 处处做楷模
□南阳市第十九小学校 黄华杰

师德主要从教师的人格特征
中展现出来。 历代教育家所提出的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 等，是
师德的规范，是教师良好人格特征
的体现。 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
社会的典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
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把师德高
尚的教师作为学习榜样，模仿其品
行、态度、情趣，乃至行为举止、音
容笑貌、板书笔迹等。 可以说，教师
的道德素质比教师的文化素质更
为重要，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铸炼师德自律始
既要言教，又要身教，身教重于

言教。 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要“为人师表”， 首先就要强调

教师的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励、自
强，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要求学生
做的，教师首先要做到；禁止学生做
的，教师自己坚决不要做，在行动上
为学生作出表率。

没有爱心的培育，就没有师德的
提升

教师对学生的爱，就是“师爱”。
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
育事业。热爱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让学生真正体会到教师的爱更困
难。 林崇德教授认为，“疼爱自己的
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
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记回报的、 无私
的、 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
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

是神圣的，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
础。 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
‘亲其师’，从而‘信其道’。 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 教育实现了其根本的功
能”。 因此，师爱就是师魂。

锤炼稳定的心理素质
教师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树

立开放意识。 要从书斋、教室、学校
里走出来，结束那种自我封闭、自我
满足、 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的状态。
要立足岗位， 立足国情和当地实际，
通过各种信息传递方式，把视野多角
度地扩展到外部世界。要用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观察、分析、认识问题，把握
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动态。要在头脑里
想着应试题，在心里盼着从高升学率
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与旧的、保守的

教育观念、人才观念、素质观念、教学
方法等划清界限，寻找自我素质结构
定位， 并积极创建素质教育新模式，
在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同时，看到素质
教育的未来前景。

一个有作为的教师，必须能够
预测未来教师的形象，必须深入研
究未来教师的素质结构，从而站在
前瞻性的高度， 构筑 21 世纪教师
素质结构，将此作为不懈追求的奋
斗目标。

谁听我说

“麦子奶奶”何以打动人心
□关育兵

“种完麦子，就往南走。 ”
安阳一位 60 多岁的农村老人
在与某主播连线时表示，准备
在种完麦子后，骑上三轮车一
路南下， 去看祖国的大好河
山，还准备去云南西双版纳过
冬，引发网友关注。 大家开始
全网寻找“麦子奶奶”，各地文
旅部门更是花式向“麦子奶
奶”发出邀请。

“麦子奶奶” 的故事之所
以能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共鸣，
在于其触动了每个人内心深
处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 在快
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

被生活的琐碎所困， 忘记了心
中对远方的向往与梦想。“麦子
奶奶” 这位看似平凡无奇的农
村老人，却以她的坚韧与执着，
向人们展示了梦想的力量：无
论年龄几何，无论身处何方，只
要心中有梦， 就应勇敢地去追
寻。

人们关注“麦子奶奶”，不
仅是出于感动， 更是对内心的
审视与反思。 在“麦子奶奶”身
上， 人们看到了自己曾经或现
在依然怀揣的梦想， 看到了那
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因此，全网寻找“麦子奶奶”，实

际上是在寻找自己内心
的那份纯真与梦想。

令人欣慰的是，“麦
子奶奶” 的梦想得到了
很多人的支持。 来自社

会各界的支持与鼓励，营造出一
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尊
重每个人的梦想，鼓励每个人去
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

“麦子奶奶”的故事，不仅是一个
关于旅行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
梦想、勇气与希望的故事。“麦子
奶奶”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梦
想在远方，路在脚下”的真谛，这
份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正是我
们每个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所
需要保持的坚定与信念。

全网聚焦“麦子奶奶”，不仅
是对她个人的关注与祝福，更是
对普通人美好梦想的肯定与赞
美。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
代，愿每个人都能像“麦子奶奶”
一样， 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让生命之花在梦想的舞台上绽
放得更加绚烂多彩。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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