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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觉得看书是文化人做的事，现
在书屋提供了很多接地气的书，我们都愿
意看，而且我们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还为
我们提供了直播场地、直播设备，这可太方
便了。”黑龙江省呼玛县白银纳乡鄂伦春族
群众葛冬梅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感慨道。这也是黑龙江省农家书屋近年来
发展的缩影。

5月26日，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
行处处长李龙佶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黑龙
江省依托乡（镇）文明实践所建设中心书屋
112个，全力推进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和县级图书馆分馆有机融
合，全面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充分发挥
阅读志愿者引领作用，创新服务方式，真正
让农家书屋“动”起来、“活”起来。

破解农家书屋发展难题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最东北，有2900多
公里边境线，目前户籍人口3100多万，分
布在13个市（地）123个县（市、区），人口密
度低、分布散、农村空壳化现象日趋严重，
有的地方一个村只有几十人，抚远市鸭南
乡平原村常住人口10人，最少的嘉荫县沪
嘉乡晨光村仅剩7人。

为有效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破
解黑龙江省农家书屋管理使用中的问题，
在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大力支持下，黑龙江
省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新发展，按照中
央关于“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
效能”的要求，提出了改革创新的基本思
路，建设中心农家书屋，推进融合发展。

2021年，黑龙江省启动农家书屋改革
创新工作，选择同江市、抚远市、安达市、呼
玛县、塔河县5个县（市）开展第一批中心
书屋试点建设。2022年，确定全省42个县
（市、区）开展第二批中心书屋试点建设。

李龙佶向记者介绍，随着近些年农村
人口变化，农家书屋作用也不同程度受到
影响，黑龙江省市县乡四级联动，通过“试
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启动中心书屋试
点建设，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已取得初步成
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朋
友来到中心书屋，享受阅读、学习、交流的
乐趣。”李龙佶说道。

既富“头脑”也富“口袋”

李龙佶告诉记者，黑龙江省农家书屋
改革创新重点从“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制度
建设、数字书屋推广使用、文化资源融合发
展、阅读志愿者队伍建设、政策支持保障、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8个方面进行
改革探索。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黑龙江省
各试点县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中心书屋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包括提升场地环境、升级
设施设备、优化服务流程等，全面提升服务
品质。

“两年来，47个试点县共投入2240余
万元，完成了112个乡（镇）中心书屋建设，
每个书屋配备图书5000册以上，最多的近
万册，主要通过农家书屋整合、县市图书馆
匹配、捐赠等方式进行补充。”李龙佶向记
者介绍，其中，同江市先后投入680万元，
完成了9个乡（镇）中心农家书屋建设。塔
河县累计投入360余万元，购置电子书阅
读器、听读机、投影仪等设备，购置3.25万
册图书充实到中心书屋。安达市投入45万
元，建设了300平方米的开放式阅览室，定
制连体书架围成方形读书空间，方便群众

选书阅读。
为提高阅读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黑龙江省还推出了“数字书屋搭台、阅读活
动唱戏”的激励政策，每年年初黑龙江省委
宣传部征集各市地农家书屋阅读活动方
案，从中挑选出有特色的农家书屋统筹到
数字书屋全省阅读活动计划中，出资对参
与阅读活动的优胜者给予奖励。

在扩大文化服务范围方面，黑龙江在
中心书屋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拓展
文化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开展音视频
点播、文化展览、生态旅游、电商孵化等“一
屋多+”式服务，推出学前儿童看护、留守儿
童辅导、高考志愿填报等便民措施；除了养
殖、栽培等农技讲座，还开设民族刺绣、剪
纸艺术、桦树皮手工艺等非遗技能培训，并
与相关产业项目对接，全方位提升农民群
众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既富了“头脑”，
也富了农民的“口袋”。

探索形成“书屋+”模式

经过两年的试点建设，黑龙江省基本
形成了农家书屋改革创新的“龙江模式”，
完成搭建一个平台、建设一批试点、推动两
个融合、建立一套机制的“1121”改革成果。

李龙佶告诉记者，“一个平台”就是搭
建黑龙江省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2019
年，按照中宣部召开数字农家书屋工作会
议部署，黑龙江省立即启动数字农家书屋
建设，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出资建设了阅读
平台 APP，于 2020 年 6 月试运行，2021 年
正式投入使用，为农民免费提供电子图书
10 万种、有声图书 2000 集。截至目前，注
册读者60余万人，每天上线阅读人数近万
人，阅读平台成为农民朋友“可随身携带”
的数字书屋，满足了农民数字化、个性化
阅读需求。

“一批试点”就是建设中心书屋试点。黑
龙江省选择在人口密度低、分布散的沿边地
区和农村空壳化严重、农家书屋服务效能相
对薄弱的地区，依托乡（镇）文明实践所（站）
建设中心书屋试点。“两个融合”即中心书屋
与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县级图书馆相融
合，提升书屋资源的综合效益。

“一套机制”即阅读活动牵引机制。黑
龙江省将农民阅读活动纳入全省阅读规
划，组建阅读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阅读志
愿服务活动，探索形成符合农村实际的“书
屋+”模式，以中心书屋阅读活动为牵引，吸
引群众“愿意来、坐得住”。

黑龙江省在农家书屋改革创新试点的
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李龙佶告诉记者，
在农家书屋改革创新中，要实现书屋的可
持续发展，必须从场地环境、设施设备、服
务流程等方面全面升级，提高服务质量和
效率。塔河县盘活下辖7个乡（镇）闲置资
产，对老旧房屋进行修缮改造，精准定位打
造了“一乡一品一特色”的中心书屋。安达
市根据不同读书对象设置“夕阳品读”“小
憩浏览”“科技泛舟”“未来之星”等不同的
读书功能，实现了阅读功能多元化。

黑龙江省还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精髓，广泛宣传推广优秀民族传
统文化，让乡村文化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
命力，农家书屋服务效能得到不断提升。其
中，鸡东县拥有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
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诞生地和根据
地，是抗联武装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鸡东县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红色中心书屋，打造

“读、娱、体、游”一体化服务模式，在潜移默
化中，让村民感受到文化自信心和归属感。

建好中心书屋 推进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张席贵

这几天，位于浙江绍兴上虞区小越街
道倪梁村的元璐书房成了朋友圈里的“网
红”。不同于以往的农家书屋，这个乡村
书房装修极具现代感，吸引了不少人前往
打卡。

资源整合 建设人文“新地标”

2020 年 12 月，元璐书房在明末乡贤
倪元璐的家乡倪梁村建成开放，城市书房
的出现，使大家用另一种方式接近这位先
哲，在阅读中感受先哲的魅力与智慧。

据倪梁村党总支书记倪建君介绍，元
璐书房占地约500平方米，是倪梁村投资
80 多万元打造的省级书香文化礼堂。书
房的设计结合本村文化特色，以现代典雅
的建筑装修风格，将倪元璐的事迹与书法
绘画成就巧妙融入其中，让读者在书香的
浸润中感受悠久的历史文化。

进入书房可以看到，1.2万余册图书
囊括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等26个大
类，整齐有序地陈列在书架上。书房内书
桌式、沙发式、吧台式以及席地式的阅读
区，为读者带来温馨舒适的阅读体验。

书房抬头可见各式各样的剪纸图案，
栩栩如生，既增加了视觉美感，又突出当
地手工艺制作的传统文化。剪纸是小越街
道最富特色的非遗文化，倪梁村是主要传
承地之一。立足非遗传承，书屋经常开展
剪纸培训，引导村民用眼睛观察、用双手
创作，助推民间剪纸艺术由专业性向群众
性、广泛性转变。

在倪建君看来，元璐书房以书为媒，
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集艺术欣赏、技能
培训、文化交流、教育学习、生活体验等
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综合阵地。书房充分整
合“春泥计划”、研学教育、乡贤参事会
等资源，经常举办读书沙龙、非遗文化体
验等主题活动，推动元璐书房成为倪梁村
的文化地标，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书屋功能明确、定位精准，我们还
开辟了阅读与文明实践相结合的儿童之
家、网上阅读区、红书角、法治书吧等，
帮助村民养成读书习惯，丰富业余生活，
提升文化素养。”倪建君表示。

建管一体 展现书房新活力

一大早，70 多岁的村民倪绍灿在元
璐书房内掏出身份证，在图书智能借还机
上一刷，再把手中书籍一扫，不到一分钟
就完成了图书免费借阅。喜欢阅读的倪绍
灿连连称赞：“现在借书、读书太方便
了。真好！”一旁的书房管理员倪祖然也
笑着说：“咱们这个书房接入了市级图书
馆通借通还系统，在这里就能借到图书馆
的书了。今后常来！”

和绍兴城区的城市书房一样，元璐书
房也配有图书自助借还设备，村民只需刷
身份证，便可实现图书“一证借阅，通借
通还”。为更有效地提供便民利民服务，
倪梁村还研究制定了书房管理标准和服务
规范，建立长效保障机制，推进书房日常
运作和持续发展。

“我们村里的书房和城市里的书房一
样很洋气，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
食粮，也涵养了文明乡风。”倪祖然表
示，自 2014 年倪梁村建立村文化礼堂开
始，他就成了农家书屋管理员。

从一开始仅五六百本书增加到如今的
上万册，倪祖然也从手写书籍借阅台账转
变为用电脑登记。“智慧借阅让记了数千
笔的台账成了‘古董’，成为历史资料
了。”倪祖然说，每当寒暑假农家书屋就
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如今环境更优越，远
近乡邻都被吸引过来了。

“我们村是浙江省‘书香文化礼堂’
建设试点村之一，也是全市唯一的试
点。”倪建君说，依托数字化，书房把优
质的阅读服务搬到了村民“家门口”。不
少村民也感慨：“门口就有上档次的书
房，读书氛围特别棒，以后一定会多带孩
子来看书。”

元璐书房成乡村
“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 吴明娟

“打开手机，只要指尖轻轻一滑，就能
免费阅读海量正版图书。”这是许多农家
人曾经的期待，如今正在荆楚大地成为现
实。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自2019年起，湖北省开始探索农家
书屋数字化转型路径，全力推动农家书屋
提质增效。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共建成
数字农家书屋2.37万个，实现了全省村级
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湖北省利用线上平
台，积极开展主题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
推动共建共享，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群众

“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

全省建成2.37万个数字农家书屋

在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三叉路村农
家书屋，墙上挂着一台“数字农家书屋”的
设备，村民只要走进其所覆盖的无线网络
区域，即可免费连接这一网络平台，通过
扫描二维码下载“书香荆楚”APP，一部手
机就可以把 7 万多册电子图书、3 万多集
听书资源带到田间地头。“孩子爱听里面
的寓言故事，我自己喜欢看一些教育、育
儿、营养等方面的书。”该村村民赵丹丹向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感慨，“这是
我们的福利，要好好用起来！”

这样的福利，得益于湖北省数字农家
书屋平台的建设。湖北省委宣传部印刷发
行处处长邓世清介绍，湖北省于2012年率
先实现农家书屋在行政村的全覆盖。为了
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从2019年开始，在
中宣部指导下，湖北省开始探索农家书屋
数字化试点建设，至2020年，共在全省13
个市县建设了920个数字农家书屋。

据了解，在项目建设之初，湖北省委
宣传部就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研究设计方
案、安排资金来源；项目建设启动后，举办
了全省数字农家书屋建设项目培训班，并
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数字农家书
屋的设备安装情况、用户注册及使用情
况，收集用户意见，优化功能设置。

此后，湖北省继续总结经验，加快农
家书屋数字化建设步伐。2021年，“万村数
字农家书屋建设”项目被列入湖北省“十
大惠民、四项关爱”实事项目清单，年底，
湖北省“万村数字农家书屋建设”项目正
式建成上线。2022年，湖北省委宣传部把
实现“全省数字农家书屋村级全覆盖”列

入2022年全省“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
暖民心”实践活动省级重点实事项目，并
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多方努力，
湖北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起“一云
三屏”+“百姓点单”的移动数字阅读服务
体系，截至2022年12月，全省建成2.37万
个数字农家书屋，完成了全省数字农家书
屋建设村级全覆盖。

打造农民群众的“终身书房”

“湖北省数字农家书屋平台的特色可
以概括为，全省一个云平台整体规划、整
体建设、整体服务，手机屏、PC屏和智慧
阅读屏三屏呈现，实现全场景、全渠道的
数字阅读形式全覆盖。”邓世清告诉记者，
湖北省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以“顶层设计，
统一建设，分级管理”为思路，打造了“省-
市-区县-乡镇-村”五级协同办公服务平
台，形成一套有据可查、有据可依、有痕可
看、实时更新的农家书屋大数据分析、管
控系统。“平台可对各个层级的用户数据、
图书阅读数据等进行采集，并通过大数据
技术挖掘分析，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阅
读服务。”邓世清说，群众也可以通过平台
上传宣传家乡的美图，自主选书，点单阅
听资源。

对数字阅读平台而言，加强优质阅读
内容供给是关键。目前，湖北省数字农家
书屋平台为群众提供7万多本电子图书、3
万多集有声图书，既满足群众休闲娱乐需
求，又满足农林牧渔知识技能学习。与此
同时，该平台实现了每日有2—3本新书上
线推送，全年共更新图书6000余种（少儿
类占60%）、听书3000余集，帮助群众实现

“移动阅读”“海量阅读”和“低碳阅读”。
为提升数字农家书屋的针对性和服

务特色，湖北省还注重强化定制化、特色
化、个性化内容生产和资源更新。在栏目
设置上，湖北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精准
对接农村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等特殊
群众阅读需求，开设了《新时代 新经典》

《红色经典》《“三农”信息》《致富经》等栏
目；加强与湖北本地机构的沟通合作，拓
展数字农家书屋平台戏曲、农业视频讲
座、普法维权等资源，开展线上线下阅读
活动，切实将数字农家书屋打造成为农民
致富的学堂、农村文化的殿堂、农村学生
的第二课堂。

“‘书’随机动，机随人走。现在，湖北
省数字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群众
的‘终身书房’。”邓世清说，农民群众的手
机等阅读设备首次连接湖北省数字农家
书屋服务平台后，无需注册，就可以在任

何时间、在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访问该平
台，最大限度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特色活动接地气聚人气

“目前农村网络普及率很高，大部分
村民都在使用智能手机，除了中青年，许
多老人也熟练掌握。”秭归县茅坪镇建东
村村民陈华科在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陈姿
霖的推荐下，下载了湖北数字农家书屋
APP，“白天干活累了，晚上睡觉前，用听
书功能，听会儿评书，挺有意思。”

“过去要到社区借阅，现在不用再来
回跑了，随时拿出手机就可以阅读。”谷城
县城关镇吴家营社区建成数字农家书屋
后，社区居民蔺玉雨立即在自己的手机中
下载了“书香荆楚”APP。如今，他可以通
过数字农家书屋随时随地阅读种植、养殖
等书籍。老河口市李楼镇邓岗村老菜农李
永红也是数字农家书屋的受益者。李永红
流转了100多亩耕地种植惠和2号大葱，
前段时间大葱出现葱管虫，他十分着急。
后来，他试着在“湖北数字农家书屋”上找
到《大葱高效栽培技术》一书，很快找到了
解决办法。“多看书，既能丰富业余生活，
又能学习农技知识，农家书屋是咱老百姓
科技致富的‘加油站’！”李永红感慨道。

除了丰富内容资源，湖北省坚持以
活动引流，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
节日，春耕、秋收等重要时节，通过

“讲、评、帮、乐、庆”等方式开展主题
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持续扩大数字农
家书屋影响力和使用率。例如，湖北省
组织开展“过大年·晒年味”活动，用户
在数字农家书屋平台晒家乡年味、年
俗、年饭；组织开展“闹元宵·猜灯谜”
活动，全省各地的读者可“云端”参与
猜灯谜活动，并统一进行评比。

此外，湖北省策划开展“开启智慧阅
读·助力孩子成长”“关爱老人·助老共享
智慧阅读”“推动乡村振兴 共建美丽家
园”，以及“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
晒晒家乡新变化视频展播和征文活动、

“学习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线上知识问
答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接地气、
聚人气、有生气。截至目前，湖北省数
字农家书屋平台用户量已超过720万，总
访问量超过1亿次。

“云端”书香飘万家
□本报记者 汤广花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门村农家书屋上线了“蓝悦阅读”软件，村民通过该软件便
可翻阅自己感兴趣的电子图书。 湖北省委宣传部 供图

漠河市西林吉镇黑山村村民在农家书屋阅读。 黑山村农家书屋 供图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在书屋内剪纸。
元璐书房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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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举行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与乡村振兴论坛发布了30个农家书屋创新示范案例。其中，省级示范案例

7个，市县级示范案例23个。本期刊发本报记者采访的黑龙江和湖北两个省级示范案例，向读者展现两省农家书屋在管理方

面的创新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