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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涵养智慧，阅读赋能成长。推进全民
阅读，青少年是重中之重。为了激发青少年的
阅读兴趣，帮助他们通过读书学习提升本领、增
长才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内蒙古新华发
行集团携手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共同推进“鸿雁
悦读”借阅模式，让书香氤氲北疆，构建阅读新
场景。

“鸿雁悦读”，让借阅触手可及

“在新华书店办理借阅手续就能把新书带
回家，很方便。”前不久，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六中
学学生石宇桐在新华书店挑选了两本心仪书
籍，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好借阅手续，第
一次享受“鸿雁悦读”借阅服务的他乐在其中。

近年来，“鸿雁悦读”卡风靡内蒙古，人们持
身份证办理借阅卡，既能以最短的时间、最便捷
的方式在新华书店直接借阅最新上架的书籍，
也可以在呼和浩特几十家“鸿雁悦读”书屋读
书、借阅。阅读后，再将借阅书籍归还到呼和浩
特图书馆，由图书馆买单，把新书变成馆藏图
书。这种百姓看书、政府买单的阅读模式，受到
了人们的追捧，开创了线上线下相结合、图书馆
书店一体化、选书购书人性化、借还图书便捷化
的现代图书借阅共享新模式。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与呼和浩特图书馆合
力推动“鸿雁悦读”借阅模式，形成了优势互补、
深度合作，开放共享的阅读新生态，构建起覆盖
全区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不仅实现了城
区市民读好书、读新书的愿望，还使农牧民及边
远地区群众共享公共文化发展成果，打通了群
众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为让读者享受到公共文化的便利服务，“鸿
雁悦读”分为“城区计划”和“城乡联动计划”两
部分。“城区计划”实现市内所有新华书店、图书
馆、市民服务中心等网点共联，在“鸿雁悦读”书
屋、部分机关办公场所、医院、部队、商场、学校
等公共区域设置图书馆分馆；“城乡联动计划”
将旗县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农村牧区文化中心
以及新华书店网点全部联通，让自动购（借）书
机、流动服务车、“阅读共享书箱”、草原书屋等
走进农村牧区，并将图书馆、新华书店、草原书
屋等各类图书资源和群众需求有效对接流通，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借阅服务，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目前，我区已建成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分馆
和鸿雁书屋165个，新增读者4余万人次，文献
借阅量近60万册，到店读者300余万人次。全
区各新华书店建立完善便捷、覆盖全区、城乡一

体、点多面广的图书借阅服务体系，满足了群众
多样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拓展了公共文化服
务的空间边界。

书香氤氲，让阅读点亮城市空间

为拓宽借阅制度、丰富“师生共读”主题活
动，不久前，“鸿雁悦读”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回民
中学图书流动站在呼和浩特市回民中学揭牌。

走进回民中学“鸿雁悦读”书屋，浓郁的书
香气息扑面而来，书架摆满了种类齐全的各类
图书，随手可触。翻开书籍，闻着墨香，同学们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这里，目之所及，
皆为书香；行之所至，皆为书影。

“鸿雁悦读”书屋为学生打造了一个开放自
由的阅读空间，这里弥漫着时时能读、处处可
读、人人“悦读”的“书香校园”氛围，丰富的全学
科阅读供给和多彩的阅读主题活动，让学生们
感受多元化的阅读体验，把学校构建成学生喜
爱的“阅读场”。

“读书是青少年学习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孩子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同时也在寻
找自己，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不断丰富自己，
成为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呼和浩特市
回民中学图书馆老师斯琴说。

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使公众阅读方式更加
便捷高效，“鸿雁悦读”线上线下联动，读者可以
通过“鸿雁悦读 App”“图书快借”或者微信公
众号“鸿雁快借”等，实现网络选书下单、在线借
阅图书、阅读电子书、听书……

走进呼和浩特市腾飞路新华书店，映入眼
帘的是书架上摆放的各类书籍。这里有借阅书
籍的学生，有线上借书线下还书的上班族，有沉
浸式亲子阅读的父母，还有遨游在书籍世界中
的青年读者……多元化的阅读场景逐步深入每
一户家庭，弥漫的书香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
化底色。

“‘鸿雁悦读’借助新华书店的海量书籍有
效补充了图书馆馆藏不足问题，并利用云服务
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造了实体与虚拟共享空
间，最大限度满足了市民的阅读需求。”内蒙古
新华发行集团宣传办主任张桂霞介绍。

以书为友，浸润书香。“鸿雁悦读”以读者需
求为导向，整合实体资源、数字资源、业务数据，
搭建全民阅读云服务平台，通过馆藏查询、定
位，提供书、报、刊一体的数字阅读资源，让读者
沉浸式享受有声阅读、线上荐书、在线阅读等各
项服务，持续打造精品图书的展示地、北疆文化
的传播地，使广大读者“悦”享读书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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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腾的马背上，内蒙古
表演马术队的骑手们或撒手直
立，或御马站立，准确而优美的
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的比赛动
作。7月8日，内蒙古表演马术
队运动员亮相第十二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表
演项目赛场，完美演绎难度系
数极高的动作。

表演马术融合了骑术、杂
技、体操、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将马术运动的
竞技比赛和表演展示功能相融合。内蒙古表演
马术队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马术运动中心，拥
有丰富的表演和比赛经验，曾参演大型马文化
全景式综合盛宴《千古马颂》，填补了内蒙古马
术文化实景演出的空白；出演国际一流史诗马
秀《特洛伊》，荣获“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传播杰
出团队奖；参演各类马术节、那达慕等表演200
场左右。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
场，内蒙古表演马术队更是马上项目的夺冠热
门，为内蒙古赢得荣耀。

今年34岁的恩和宝力高是队内的老将，也
身兼领队和教练员的身份。在内蒙古表演马术

队与马相伴的 13年里，他不断挑战自我，提升
技艺。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上，恩和宝力高夺得了马上拾哈达和马上射箭
两个项目的金牌。2018年的第七届中国马术
大赛中，恩和宝力高以7秒29拾起全部10条哈
达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我老家是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从小没骑过
马，但是很喜欢。看电视上别人表演马术很羡
慕，所以我就来了。”恩和宝力高说，骑手纵马飞
驰，俯身探臂，将一条条哈达迅速拾起，再直起
身来高高举起，跑马拾物如探囊取物，这样的

“神仙操作”激起了恩和宝力高练习表演马术的
梦想。

恩和宝力高告诉记者，虽然训练单调、危
险，但他却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内蒙古表演马
术队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爱马，
热爱这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我们在
与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感受到‘蒙古马精神’，
这鼓舞我们战胜对危险的恐惧，练习和创新更
多具有观赏性的动作。”恩和宝力高说。

训练场上，运动员们经常会温柔地抚摸他
们的马，或与之亲密私语。表演马术队主教练
刘红琴告诉记者：“作为骑手，要保证每天长时
间跟马相处，这样才能了解它的性格，更好地跟
马合作。驯马需要特别大的爱心、耐心和勇气，
只有这样才能调教出优秀的技巧马。可以说，

传统马术能传承下来真的是
很不容易。”

赛场上，与马匹的默契和
信任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同
时，对于年轻队员来说，保证
稳定的心理也至关重要。恩
和宝力高说：“因为有领队和
教练员的身份，所以我在提高
自己的马术技巧外，带队员、
管理后勤保障也是日常。马

术运动不仅需要技巧和经验，更需要保持良好
的心态，我会积极融入年轻队员们中，与他们分
享心得，帮助他们成长和进步。我也会把我调
教马匹的经验和他们分享，毕竟在赛场上，马就
是战友一样的存在。”

这些天，2024年中国速度赛马积分赛暨内
蒙古呼和浩特速度赛马常规赛每周末在内蒙古
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展开对决。穿
插期间的马术表演也让更多观众喜爱并了解了
这项传统运动。“表演马术是一项危险性大的运
动，所以目前运动员的后备并不充足。平时我
们通过参与演出和比赛等，能够吸引更多人加
入我们。”刘红琴说。

马背起舞 赛场追梦
□本报记者 柴思源

●新青年

●速览

□本报记者 孙柳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这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山路十八弯》，唱的就是我的
家乡——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近日，在自治区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
现场，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支教老师黄家
佳这样介绍自己的家乡。

这位来自湖北的土家族幺妹，如今正在
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第一中学支教，在亲眼
见证自己的家乡打赢脱贫攻坚战，由一个国
家级贫困县发展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后，黄家佳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
者，奔赴内蒙古支教回馈国家。

“从贫困县到首都，这条求学之路我走了
很久很久。正是因为知道这条路的艰辛，所
以我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黄家
佳说。

在保康第一中学，她是传道授业的“黄老
师”，也是和孩子们朝夕相伴的“家佳姐”。

成为支教老师以来，黄家佳将励志教育
融入到课堂，在励志教育微课堂“佳话”中，收
集学生的小纸条，了解他们的困惑并耐心进
行疏导；通过“佳片有约”定期播放优质视
频，激励学生树立奋斗目标；在课余时间，根
据学生性格，有针对性地聊天、谈心、辅导自
习……在教学中，黄家佳事无巨细，唯恐自己
做得不够多。

有一次，她为孩子们播放了北京化工大
学的宣传片。课后，她收到了一张来自学生
的小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我也想像您一样
考北京化工大学，毕业以后成为支教老师，回
到内蒙古建设家乡。”

孩子们单纯直接的反馈，让她感慨万
千。“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我觉得一切坚持和
努力都是值得的。”黄家佳说。

除了日常的授课，黄家佳也发挥自身文
艺特长，将播音主持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结合在一起，鼓励孩子们用声音传递
情感。

“开声、发声、咬字、用嗓……我反复用自
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只要坚持练习，有朝一日
一定会成为舞台的焦点。”黄家佳说。

渐渐地，学校广播台、课前演讲、活动现
场都成了孩子们的舞台，孩子们也从羞涩、不
太自信逐渐变得落落大方。

“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我特
别欣慰。”黄家佳说。

青春不以山海为远，志愿只向家国未
来。从南到北，跨越 2000多公里逐梦北疆的
黄家佳，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我将继续以青春之我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让青春在大美北疆绽放最美的芳华。”黄
家佳说。

科尔沁来了土家族支教老师

□本报记者 冯雪玉

随着动感的开场，“咕噜噜”身披银白毛发，头上
一对麒麟角，突然从冰箱中出现，引领小朋友们踏上
一场奇妙的探险……内蒙古艺术剧院“实验剧场”第
二季——原创儿童剧《冰箱里的咕噜噜》2024年度
全国巡演第八站在珠海大剧场精彩上演。

据悉，剧中的咕噜噜是一只神秘而可爱的小麒
麟，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祥瑞的象征。该剧
演出阵容为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演员，表演中高
超的杂技技巧以及神秘的魔术为这部儿童剧的呈现
增加了不少亮点。该剧以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唯美
的场景布设、充满童趣的剧情及演员们精彩的表
演，深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图片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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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在剧院门口合影。

演出现场。

●正青春

本报 7月 18日讯 （记者 孙柳）“我们
一定不负众望，在西部建设中施展才干，用实
际行动传递志愿精神，与祖国的发展同向同
行，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绽放北疆绚丽
之花。”在“我与祖国共奋进”2024 年内蒙古
派遣赴区外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欢送仪式
上，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志愿者们喊出响亮
的口号。

连日来，自治区团委从区内高校招募的
377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正陆续奔赴河
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省区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参加服务。志愿者们将在乡村教育、服
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
会治理、卫国戍边等领域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
务，展现青春风采。

自治区团委副书记匡晓蕾寄语广大西
部计划志愿者：“希望大家始终保持对党忠
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担
当，要发扬奉献精神，积极投身实践。大力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要加强学习锻炼，提高自身素质，为今后的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要遵守纪律规定，
树立良好形象，展现新时代内蒙古青年的
风采。”

内 蒙 古 377 名 西 部
计 划 志 愿 者 出 发

儿童剧《冰箱里的咕噜噜》珠海上演

市民用市民用““鸿雁悦读鸿雁悦读””卡借阅图书卡借阅图书。。小朋友小朋友““悦悦””享读书时刻享读书时刻。。

本报7月 18日讯 （记者 柴思源）7月
15日至 20日，第八届“阿吉奈”杯呼和浩特青
少年女子足球邀请赛在呼和浩特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激情开赛。来自北京、烟台、保定、重
庆和呼和浩特等地的12支代表队参赛。12支
代表队被分为U13、U15两个组别，进行单循
环的对抗。

据了解，“阿吉奈”杯呼和浩特青少年女子
足球邀请赛作为一项女子足球地区专属赛事，
已经成为青少年女子足球品牌赛事，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球队参与其中。通过此项赛事，各支
参赛队伍之间加深了沟通了解，提升了竞技水
平，增长了实战经验。目前，“阿吉奈”杯呼和
浩特青少年女子足球邀请赛已经成为提升青
少年女子足球运动水平、促进足球人才培养的
全新舞台。

呼和浩特青少年女子
足球邀请赛激战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