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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品汉韵博物馆里品汉韵 汉阙之乡话经典汉阙之乡话经典
——“书香达州 悦读四季”元稹读书荟第九场走进渠县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见习记者 文莉萍 严衡玬 文/图

政协渠县委员会党组副书记政协渠县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渠伟分享阅读经历副主席张渠伟分享阅读经历。。

从书籍中汲取智慧，平凡人生亦能绽放
光彩。在渠县这片热土上，政协渠县委员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渠伟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这一真理。自2014年3月担任达州市渠
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以来，张渠伟以坚
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渠县
143802 名贫困人口脱贫、130 个贫困村脱
贫和整县摘帽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

那么，是什么支撑他走过这一路的艰辛
和坎坷而无怨无悔呢？“我想，正是35年前
我阅读的那本《平凡的世界》给予了我力
量。”张渠伟深情回忆道，“它引发了我对人
生的深刻思考，让平凡的我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和奋斗的目标。”

从幼时起，张渠伟便被书籍吸引，在浩
如烟海的书籍中，对他影响最深的还要数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教会我
珍惜平凡生活中的点滴幸福，同时也激励着
我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定和毅力。”张渠伟
感慨道，“它让我深刻认识到，虽然我们都是
平凡世界中的一员，但只要我们心怀梦想、
勇往直前，就能够书写出不平凡的人生篇
章。”

正是凭借这样的信念，让他坚信平凡的
生活也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义无反顾踏上
平凡而又艰辛的扶贫之路；正是靠着这样的
信念，他常年超负荷工作，即便患上“耳石
症”和“青光眼”，依然废寝忘食，昼夜战斗在
攻坚一线；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他在面对

无数困难时依然选择坚持初心，坚定最初的
梦想——帮助群众摆脱贫困，让乡亲过上好
日子。他将身体深深扎进泥土，将枝叶伸向
天空，脱贫攻坚期间，他撰写理论文章、政策
解答和宣讲课件10万余字，组织干群轮训
13 万余人次，提出“六个一”社会扶贫、“七
大”战役攻坚、“九比九看”问效等10余种攻
坚方法，破解督导、推进、监管等三大难题，
示范引领形成“铁军扶贫”“巾帼扶贫”“电商
扶贫”“社会扶贫”等渠县扶贫特色品牌。

在无数像他这样奋战一线的党员干部
的努力下，渠县130个贫困村如期退出贫困
村序列，减贫14万余人，贫困发生率清零。
张渠伟也因此荣获“达州市优秀党员”“达州
市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
物”“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中国好人”“2020年全国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

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依然是
张渠伟心中的一盏明灯。虽已翻阅了无数
遍，书中的很多句子已能倒背如流，但在闲
暇之余仍会翻阅这本书，细细品味其中的智
慧和力量。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领悟和理
解，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好未来的路。

现场读者都被张渠伟的事迹深深感
动，渠县土溪镇初级中学八年级三班的杨心
怡同学说，“我要以张渠伟为榜样，努力学
习、积极进取，从书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为实
现自己的梦想和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

5月30日，“书香达州 悦读四季”元稹读书荟第九场在渠县中国汉阙文
化博物馆如约启幕。本次读书荟以“走进汉阙 悦读经典”为主题，由中共达州
市委宣传部主办，达州日报社、中共渠县县委宣传部承办，渠县中国汉阙文化博
物馆、渠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蓝话筒语言艺术学校协办，近200名读者齐聚
一堂，共品汉韵，共话诗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元稹读书荟首次走出达州主城区，作为读书荟区县第
一站，元稹读书荟与渠县深厚的古賨文化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充满活力的读者
遇上古老的汉阙文化又会产生什么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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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肖仁杰讲述渠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肖仁杰讲述汉阙文化汉阙文化。。 博物馆讲解员讲解汉阙文化博物馆讲解员讲解汉阙文化。。

读者认真聆听分享读者认真聆听分享。。

读书荟现场读书荟现场。。

活动伊始，一支由渠县第二中学学生带
来的《賨人舞》一出场便让现场读者大为震
撼。同学们雄浑有力的舞蹈动作，仿佛穿越
时空，将读者带回到3000年前骁勇善战、能
歌善舞的古賨人战士的身边，让人们深切感
受到了古賨文化的独特韵味。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十丈黄尘向天
阙，霜天夜踏宫墙月”“青槐夹道多尘埃，龙
楼凤阙望崔嵬”……在中国灿若星河的古诗
词文化中，阙的身影屡见不鲜。可何为阙，
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是什么？许多人却知之
甚少。

与其停留在表面道听途说，不如亲身感
受这一古老文明的魅力。在博物馆讲解员
的引领下，大家实地参观了这座以汉阙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领略汉阙文化的独特魅
力。从讲解员的讲解中，现场观众了解到，
阙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始于商周，兴
盛于秦汉，衰落于两宋。汉阙，是我国现存
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面建筑，有
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
石”。我国有“天下汉阙巴蜀多，巴蜀汉阙看
渠县”一说，渠县拥有6处7尊汉阙，因此被
命名为“中国汉阙之乡”。

初次接触汉阙的读者，理解艰涩难懂的
文字、抽象的雕刻都具有一定难度。为此，

渠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肖仁杰，用自己的语
言，为大家讲述她与渠县汉阙的故事。

在肖仁杰深情的讲述中，汉阙文化被赋
予了鲜活而独特的生命。冯焕阙如秀雅美
好的女子，沈府君阙是肃穆的高富帅男子，
蒲家湾无铭阙是儒雅真挚的谦谦君子，王家
坪无铭阙是剑气凛然的剑客，赵家村西无铭
阙是炫耀的网红帅大叔，赵家村东无铭阙则
是初出茅庐的阳刚男孩。一个个富有生命
力的汉阙形象一下子拉近了现场读者与汉
阙文化的距离，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古
代文明的鲜活魅力。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汉阙却巍然挺立，
风采依旧。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
程，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尽管经历
了千年的风雨洗礼，却依然屹立不倒，仿佛
在诉说着那些久远而充满传奇的故事。只
有那些逐渐剥落的石渣和模糊不清的汉代
面容，才让人惊觉千年时光已悄然流逝，而
汉阙文化却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中
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诗词之乡”，古往今来，文人
墨客们创作了大量体现宕渠风骨的精品力
作。当天，来自蓝话筒语言艺术学校的4位
老师，用声情并茂的语言朗诵经典，让现场
读者久久沉醉、深深着迷。

解读汉阙文化 感受鲜活文明

汲取书中智慧 平凡人生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