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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央宣传部、农

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共同主办的 2021 新时代乡

村阅读盛典举行，集中展示

了 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

季”的丰硕成果。

“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在广大农村营造了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浓厚氛围，丰富了农村文化

服务供给，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

献了力量。

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

期，“志智双扶”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大力

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不仅

可以“扶”起脱贫的志气，更

能通过凝聚精神力量，激发

出持久的脱贫致富能力。

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乡村书房”
掀起全国乡村阅读热潮

李军/文李军/文
探索多元化
新内容满足阅读需求

在数字化时代，帮助越来越多的

农民群众爱上阅读，需要不断探索多

元化内容，在更多乡村营造浓厚文化

氛围，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

振兴。

系列活动中，由咪咕数字传媒有

限公司承办的“我爱阅读 100 天”活

动在咪咕阅读开设免费阅读专区和

党史知识答题板块，打造“24 小时不

打 烊 ”的 乡 村 书 房 ，累 计 访 问 量 达

5767 万次，210 万多农民群众参与阅

读打卡，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

332 个 市（州 、盟）、2599 个 县（市、

区）。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关于做

好 2021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咪

咕数媒积极响应，全力推进全民阅读

进农村。作为活动承载平台，咪咕阅

读精选了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 8000

余本，内容涵盖党政学习、中外经典、

亲子教育、农业科学等多种类型，有

效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常看书学习

的多元化诉求。

打造创新运营模板
提升阅读兴趣

要提升乡村群众的阅读兴趣，就

要积极面向群众开展健康有益、丰富

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将“阅读”变成

“悦读”。

在本次活动中，咪咕数媒积极探

索红色基因新时代新表达，重点围绕

红色主题教育，特别上线“党史知识

竞赛”和“点亮革命圣地”两大全新板

块。读者通过在线答题 PK、阅读打

卡、评论、分享等多种方式获得积分，

同时点亮上海、嘉兴、井冈山等七个

革命圣地，“云解锁”属于自己的红色

足迹。在丰富党史宣传教育展现形

式的同时，以更贴合群众喜爱的互动

方式推动红色精神传播，为党史文化

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借助数智赋能能力

拓展阅读场景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建设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如

何让数智化赋能乡村阅读，为推广乡

村阅读注入发展新动能？AI 技术通

过多年来对海量用户和内容资源的

深耕，让有价值的内容能够以更快更

好的方式传递给读者，重新定义了数

字化时代的阅读“新姿势”。

咪咕阅读打造的 AI 听书功能颇

受乡村用户和老年用户的欢迎，与

以往传统的阅读方式不同，该功能

的 tts 技术可以将书中的文字内容

直接转化成语音进行朗读，特别适

合乡村群众，在干农活时也可以边

干边听，拓展了更多阅读场景,也便

于老年用户克服障碍，不断学习、与

时俱进。

乡村蕴藏着无限希望与动能，实

现乡村振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推

动乡村阅读，则是春风化雨，雨润心

田。“乡村兴则国家兴”，在这个漫长

的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咪咕

数媒借助中国移动 5G 的东风，将始

终践行新媒体国家队责任，积极配合

中宣部重点工作布局，贯彻新时期新

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文化建设高质量

发展。

长假里，就有游客溜达到南城墙下这片颜

值爆表的稻田，欣赏着眼前这一片金灿灿稻

浪，情不自禁地发了朋友圈，“实在是太美啦！”

那片稻田种的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选育的“华浙优 210”

新品水稻，这个品种在全国是第一年试种。

本周六是霜降，天气预报说这天不下雨，

我们决定搞一场开镰活动。

现场将邀请胡院士课题组专家、中国水稻

所圣忠华研究员和20个家庭一起体验手工收

割的乐趣，听专家分享稻米的传奇故事。

想报名的读者，可在小时新闻客户端“逛

吃研究会”群组发帖#晒秋收。所晒内容既可

以是田园秋收风光，也可以是城市阳台一角，

既可以是老家爸妈种下的辣椒茄子，也可以是

孩子植物课程养护的一朵花一棵苗，只要是令

人喜悦的收获，都可以拿来一晒。发帖截至时

间为本周五中午 13 点（最终参加人员以通知

为准）。

稻米成熟的标志是谷穗完全变黄。

今年，由于前期气候持续晴热，水稻长势

良好，但近期冷空气南下并伴有持续降雨，这

种骤变导致浙江很多地方出现了“稻倒倒”的

情况，而且越早成熟的水稻，越容易“树大招

风”发生倒伏。

我们种的“华浙优210”虽然外形娟秀，也

是最早成熟的，却没发生倒伏，不得不说，真不

愧是院士大米。也许大家会好奇，这么好看的

水稻，味道这么样？

上周末，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特意去

公园割了几斤稻谷，晾晒三天后，跑到省种子

公司（勿忘农种业）碾了点米样。

省种子公司每年都会参加全国稻米评比，

还拿过好几个全国金奖。公司里专业烹饪赛级

米饭的小姐姐看了我的米样：米型纤秀，晶莹剔

透，如美玉般温润，连连夸赞：“漂亮，漂亮！”

“华浙优210”是籼米，但吃起来却有粳米

般柔韧的口感，米饭柔滑弹牙，有淡淡清香，而

且嚼起来有清甜的口感，回甘持久。

新米拿回家怎么烹饪最好吃？其实，关于

如何烧好一锅米饭这件事，是有国家标准的。

水稻所圣忠华老师告诉记者：“籼米烹饪时，

米水比1:1.2（粳米的水要稍少一些），烧好饭要

马上打开锅盖，顺时针翻动一下，然后盖盖闷10

分钟再出锅，这是烧好一锅米饭的国标动作。”

口感有点“渣”的籼米，为什么能完美逆

袭？好吃的稻米究竟是如何选育出来的？

你知道吗？稻米的栽培过程也会产生碳

排放，在满足我们一日三餐口腹之欲的同时，

专家们又是如何通过科研攻关来实现农业低

碳生产，共同守护绿色地球的？

周六，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院士大米收割

体验活动。你不仅可以收获钱江晚报·小时新

闻记者亲耕的遗址大米，还能听到田间地头那

些关于稻米的传奇故事，你会看到听到前所未

有的餐桌趣闻。

本报记者 施雯

丰收的喜悦就在眼前。今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最

早成熟的稻米，是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播种在南城

墙遗址下的院士大米——华浙优210。

其实在十·一长假期间，“华浙优210”就已经是一

片嫩黄、可以收割的状态，而那时候，其它品种的水稻

还是一片绿油油的。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院士大米开镰了
本周六，来参加收割体验活动吧
院士大米虽是籼米，却有粳米般柔韧的口感

“华浙优 210”可

以收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