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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爱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村党支部
书记兼主任、北辛庄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段伶伶（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渔坝口一村党总支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渔坝口一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徐庆星（天津商业大学退休教师、天津市静海区杨
成庄乡宫家屯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王建广（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南阳堡镇后南阳堡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后南阳堡村农家书屋管
理员）

冀宁（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聂营镇大学生村官、聂营
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巴·斯琴图（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朱日和镇巴彦宝拉格嘎查副书记、“阿吉泰艾力”草原
书屋管理员）

冯淑青（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瓦
中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瓦中村草原书屋管理员）

刘作全（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
镇八家子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唐涛（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偏岭镇王家堡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张冰冰（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海龙镇文化站站
长、春明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王其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图书馆理事
会理事长、友谊乡长胜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卜秀珍（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张地营子乡张地
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地营子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沈秉章（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立新村读书读报
小组发起人）

陶善姗（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吉山社区
农家书屋管理员）

刘大亮（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刘河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应华亮（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榧香书舍负
责人、大桥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胡晓霞（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滨江中学退休教师、
陶山镇花园底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王相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九姑乡单岭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尤传化（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游集镇综合文化站
文化协管员）

苏晓玲（福建省南安市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部负
责人、南安市公益图书室协会发起人、“好读书”公益图
书室创办人）

刘文军（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水西镇珍田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张晶晶（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瑞洪镇前山村村委
委员、文明实践员，前山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王世朋（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店子镇张侯小学退
休教师、店子镇农家书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张
王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张文艳（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党代表，大王庄镇复
宁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复宁街村农家书屋管
理员）

康刚建（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李军（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路街道办退休干
部、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蒙金丽（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翟湾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夏昭炎（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授、湖南省株洲市攸
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高桥农家书屋管理员）

宋庆莲（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文家店社
区农家书屋管理员）

庄奕鹏（“喜阅屋”总设计师，广东省深圳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文锦渡边检站一队队长、四级高级警长）

全锦培（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图书馆馆长、香山村
农家书屋管理员）

刘玲玲（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博白镇大
良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妇联主席，大良
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李丽（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源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刘峰钻（重庆最忆小橘百城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足区中敖镇明月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淡青（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新华乡综合文化站管
理员、永安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刘秀娟（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镇龙镇万家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

莫壮权（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甲
良镇尧并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张锋（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文家店镇文化站站长）
李桂萍（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民政府青龙街道

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专干）
甘文勇（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工

作者、丙中洛镇秋那桶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嘎松罗布（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巴琼

村村委会副主任、巴琼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雷国平（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图书馆东里西分馆

负责人、鲁桥镇东里西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李睿（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人民政府文化建

设办公室主任）
魏乐仪（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石洞镇魏家庄村农

家书屋管理员）
梁倩娟（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水阳镇石滩村妇联主

席、石滩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安生海（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图

书文化分馆馆长、东丹麻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李成林（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史店乡苍

湾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胡静（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镇红海村农

家书屋管理员、吴忠市作协副主席）
排日代·吐尼亚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拜城县米吉克乡库木买里村党支部副书记、库木买里
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杨田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一三
一团屯富园社区“两委”、屯富园社区农家书屋管理员）

“乡村阅读推广人”
入选名单

在持续高涨的全民阅读热潮下，伴随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家书屋在乡村沃土开花结果，乡村阅读让广阔天地弥漫书香。4月23

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与乡村振兴论坛暨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办，发布了在全国遴选出的50位“乡村

阅读推广人”、30个农家书屋创新示范案例和198个最美农家书屋入选名单。这些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16年来深化改革

创新、提升服务效能的生动实践，开启了农家书屋线下线上融合发展、乡村阅读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58.7 万个农家书屋枕着乡土大
地，12.4 亿册图书送到农民读者身
边，阅读之风正在广大乡村劲吹。
由农民读者“有什么读什么”变为

“农民点单、按需定制”，由单一的
图书报刊升级为百万种数字阅读内
容……为乡村铸魂的农家书屋工
程，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导、社会
力量踊跃呼应，凝聚成一股强大合
力，使书香弥漫在乡间田野。

“建成覆盖全国行政村的农家书
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版权
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认为，随着全民
阅读进入最好的发展阶段，在各部
门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农家书屋工
作应该也必须做得更好，发挥它应
有的作用。

16 年来，从全面铺开到提质增
效，农家书屋建设实现由量及质的
飞跃。尤其是中宣部等10部门联合
印发 《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

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 后，农家书
屋资源闲置、机制不活、内容不合
口味、数字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得到
初步解决，形成了聚人气、有活
力、可持续的生动局面。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
说，农家书屋工作要打好主动仗，
坚持主题阅读与群众阅读相结合，
积极培育农民阅读习惯；坚持传统
阅读与数字阅读相结合，着力优化
乡村阅读内容供给；坚持政府主导
与社会共建相结合，丰富完善乡村
阅读服务体系。

作为“乡村阅读推广人”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
真切地感受到农家书屋在农村文化

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
“小”书屋孕育出“大”平台，围绕
农家书屋形成的读书氛围正在农村
大地弥漫，要进一步让乡村阅读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潜移默化间，农村地区阅读氛

围愈发浓厚。近年来的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结果显示，乡村阅读整体上
呈增长态势。农村居民图书阅读率
由 2017 年的 49.3%稳步增长至 2022
年的50.2%，城乡成年居民之间图书
阅读量差距由2.48本降至1.84本。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一
级巡视员董伊薇说，16岁的农家书
屋在广大农村展现了蓬勃的生命
力、服务力、影响力。要锚定乡村
阅读，使之成为加强农村思想文化

建设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
有效举措。

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副
司长曾佑志表示，推动乡村阅读走
深走实，是满足广大农民美好精神
生活需求、提升乡村思想文化和道
德素养的重要举措，也是弘扬敦亲
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乡风民
风的重要抓手。

这项让亿万农民享受到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成果的惠民工程，
可以说极大提升了城乡阅读服务的
均等化、标准化水平，并以阅读均
等有力推进了文化均等、教育均等。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强通过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西昌市樟木箐镇木耳山村的

“心愿卡”感受到了这股力量，“从
放羊、种土豆，到梦想成为飞行
员、旅行家，阅读让孩子们的世界
变广阔了。”

农家书屋在乡间田野遍洒书香

乡村阅读需要基础设施，更需先
进典型示范引领。此次入选的50位

“乡村阅读推广人”、30个农家书屋创
新示范案例和198个最美农家书屋，
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各具特色、亮点突出，在保
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服务乡村
文化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忠介绍，
今年“乡村阅读推广人”活动会进一
步扩大覆盖面、突出多元化，以此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和价值
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阅读
热情。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
山表示，总结推广各地农家书屋管理
使用、内容供给、资源整合、运行机制
等方面的思路举措，将推动农家书屋
工作由单点突破到面上开花，形成乡
村阅读创新发展的新格局、新风尚。

于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召开之际
启动的“乡村阅读推广人”活动，在全
国亿万农民群众之中、58万农家书屋
管理员之间，自下而上逐级遴选、好
中选优。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李石
村“微光书苑”创办人、李石村农家书
屋管理员李翠利是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之一，

今年还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看书是甜的。”李翠利告诉笔者，
她一直在做的，是如何吸引更多孩
子、父老乡亲走进阅读的世界。

本届获评的50位“乡村阅读推广
人”，扎根农村、脚踏泥泞，深入农家
大院、走进百姓心中。他们，霜爬鬓
角、不忘初心，在家乡崇文兴教、反哺
桑梓；他们，寒来暑往、守护童心，托
起山村孩子的梦想；他们，志智双扶、
科技兴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致富
果”……“这份荣誉是沉甸甸的！”“这
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现场被授予
证书的9位“乡村阅读推广人”代表都
表达了相似的心声。

段伶伶和张文艳是当地的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前者在天
津市武清区陈咀镇渔坝口一村创新
应用“田间小喇叭”，后者在山东省济
南市莱芜区大王庄镇复宁街村成立
巾帼志愿服务队。“我第一时间将喜
讯带回村里，大伙儿都很高兴。”张文
艳说，这是全村村民共同提升乡风文
明的成果。

作为奋战在基层的文化工作者，

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图书馆馆长、
香山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全锦培，贵
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文家店镇文化站
站长张锋，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人
民政府青龙街道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文化专干李桂萍均表示：“以‘乡村
阅读推广人’身份领取此奖，感到
无比光荣。”

持续为乡村孩子们筑梦，是件
费心思的事。为了不辜负这个荣
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滨江中学
退休教师、陶山镇花园底村农家书
屋管理员胡晓霞，四川省雅安市天
全县新华乡综合文化站管理员、永
安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淡青告诉笔
者，将继续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点
亮村里娃的希望之光。

身为守卫国门的警察，“喜阅
屋”总设计师，广东省深圳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文锦渡边检站一队队
长、四级高级警长庄奕鹏谈及下一
步的打算时说，打造第二代“喜阅
屋”，并将此融入农家书屋建设，从
影响孩子到影响家庭，带动更多群
众参与全民阅读。

重庆最忆小橘百城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大足区中敖镇明月村农家
书屋管理员刘峰钻表示，将以农家书
屋为依托，以青年农场主创业孵化基
地为抓手，把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转
变为财富。

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代表、乡
村阅读志愿者们为“乡村阅读推广
人”的推选点赞。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二级巡视员郑芸瑄认为，深入挖掘乡
村阅读先进典型，将引导农民群众提
升文化素养，用知识改变命运。

北京语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石榴籽计划”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搏
坦言，这样的国家级荣誉令人深受鼓
舞，希望能覆盖更多的乡村阅读推广
志愿者。

星星之火，点燃了乡村阅读燎原
之势。“乡村阅读作为文化振兴的具
体举措，已具备良好条件。”长期开展
乡村调研的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乡村
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一
旦阅读成了日常、成了习惯，乡风文
明之花就可以遍地盛开。

“我们将联合各方扎实推进元宇
宙乡村振兴实践。”中国移动咪咕公
司总经理刘昕说，将促进优质乡村
数字内容的生产聚合和传播，带动
更广泛的乡村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

星火点燃乡村阅读燎原之势

16 年来，一个个兼具内涵与颜
值的农家书屋成为当地村民的精神
家园。各地或探索“农家书屋+”模
式，打造农家“云端”书屋；或做
好“管、读、用”文章，提升农家
书屋使用效能……“书香味”与

“泥土味”交融，让农家书屋真正在
基层“热”起来。

这其中，既有“浙江省德清县
‘农家书屋+新华书店’：微改革助力
乡村阅读”等模式创新，也有福
建、河北等立足当地实际建设红色
书屋，甘肃、广西等地深化农家书
屋延伸服务的路径探索。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庆瑜
表示，借鉴浙江新华书店“小连
锁”模式整合资源，已初步走出一
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政府主导、企
业主营、多方参与、群众受益”的
农家书屋发展新路子。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触角向
下、横向拓展、纵向延伸，持续推
进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数字资源等深度融合。如何借
势 此 次 论 坛 ， 让 各 地 农 家 书 屋

“屋”尽其用？地方农家书屋主管部
门纷纷行动了起来。

河北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
长赵金合认为，新时代农家书屋要
有新发展，需围绕以数字化赋能，
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总目标，走
出一条既脚踏实地有乡土味，又模
式多元有时代感的创新之路。

山西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和版
权管理处处长李焕成表示，将结合
山西实际取长补短，聚焦有效对接

群众需求这一核心任务，持续优化
阅读内容供给，推动共建共享。

吉林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
长孙阳阳告诉笔者，将继续借鉴创
新经验，深度挖掘乡村阅读新榜
样，引领农民读书新风尚，以农家
书屋为阵地，为乡村振兴铸魂聚力。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
二级调研员张志臣说，将以此次论
坛为契机，在强化管理工作的同
时，推动农家书屋阅读活动开展，
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众综合文化素质。

江苏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
长曹阳介绍，将进一步加强统筹协
调、强化供需对接、丰富活动形
式、提升数字阅读、营造浓厚氛

围，把 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大力推进乡村阅读的社会共识
令人振奋。”安徽省委宣传部印刷发
行处处长刘凯表示，将大力开展皖美
乡村阅读推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
位，在改革创新上不停步，在联系实
际上下功夫，在提升效能上促长效。

福建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
长陈明森介绍，将重点围绕农家书
屋“管、用”两个环节，立足实
际、突出特色，不断探索“农家书
屋+”新模式，下大力气推动农家书
屋提质增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印
刷发行处副处长许利德认为，更好
推进乡村阅读要发挥好农家书屋广
泛覆盖的优势，对标对表群众需
求，强化资源共享，优化阅读供
给，以乡村阅读涵育文明乡风。

探索新时代乡村阅读发展路径

“乡村阅读推广人”为引领、创新示范案例作标杆、最美农家书屋结硕果——

阅读进乡村 书香润农家
□王勤 祝小霖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推广人”淡青组织当地
的孩子们开展雷锋故事宣讲。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
“乡村阅读推广人”刘峰钻用
从农家书屋学来的知识指导
村民们采摘柑橘。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推广
人”段伶伶将“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相结
合，让党的声音传遍村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