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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千年古城、孔子故里、儒学之乡，山东
曲阜深入挖掘儒家文化富矿，以农家书屋为载
体，不断推进阅读阵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
文化传承提升创新，着力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文化“两
创”实践。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山东曲
阜农家书屋深化文化‘两创’实践”入选全国农
家书屋创新示范案例。

拓展服务外延
打造复合型农家书屋

群众需求在哪里，农家书屋阵地就延伸到哪
里。山东曲阜农家书屋深化文化“两创”实践项
目负责人、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研究馆员王海波
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介
绍，近年来，曲阜市不断拓展服务外延，创新实
施了“农家书屋+孔子学堂”“农家书屋+非遗”

“农家书屋+文化产业”等新模式、新业态，实
现了场地集中布局、资源集聚壮大，形成了1+
1＞2的倍增效应。

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和
载体，曲阜市将325个农家书屋和325所孔子学
堂融为一体，全面推行了“农家书屋+孔子学
堂”模式。

“通过‘农家书屋+孔子学堂’的有机结
合，实现双方资源的互联、互通、互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王海
波向记者进一步介绍了具体做法，曲阜市在农家
书屋日常运行管理中，侧重传统经典图书的更新
补充，开展各类国学讲座，丰富拓展群众国学知
识。在孔子学堂中设立了国学书架、道德书架等
特色书架，开展国学培训、国学讲座、书画教学
等一系列阅读文化体验活动。

农家书屋不仅要建得好，也要用得好。曲阜
市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村记
忆”历史文化展馆、非遗展馆、“家风”展馆等
融为一体，积极发动农家书屋管理员与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理论政策宣讲、社科普及惠民、科学普
及、文明倡导、志愿服务小分队结对帮扶，组织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阅读志愿服务活动等系
列文化活动，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阅读需求，曲阜市精心打
造16个曲阜特色圣城书房，高标准打造3个城乡
书房，积极推动农家书屋与市图书馆、新华书
店、城市书房、乡村书房、社区书屋互联互通，
努力实现公共阅读资源的有效整合，满足了群众
多元阅读需求。

盘活固定资源
打造家庭型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为农村读者所用，在图书配置上应
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阅读水平出发。曲阜市
农家书屋坚持“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原则，
创新实施文化普及推广服务模式，发挥典型示范
作用，营造热爱阅读的浓厚书香氛围。

王海波介绍，为更好地盘活农家书屋固定资
源，曲阜市依托农家书屋，以村居为单位，在农
户设立了图书角，每两户结对进行图书流转更
新，组成家庭阅读对子，开展图书流转、流动文
化服务，为有阅读需求的贫困家庭送去传统文化
经典书籍1万册，建立了图书流转台账，由扶贫
帮扶干部将书籍送达阅读户手中，并开展阅读指
导和跟踪服务，鼓励阅读家庭之间结成书香对
子，相互进行图书交换，交换阅读完将图书收回
到农家书屋进行更新流转，使老百姓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丰富了群众的阅读生活。

另外，曲阜市每年投入资金100余万元重点
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著作、国学经典图书等的补
充更新，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书架、国学书架
等特色书架，着力培根铸魂，突出主题教育，凸
显文化特色，进一步弘扬儒韵民风。

值得一提的是，曲阜陵城镇东郭村和玄帝庙
村在文化长廊设立“流动书箱”，在每个家庭流
动阅读，为乡村阅读资源注入活力，让村里的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阅读资源。

开展多元活动
打造流动型农家书屋

为更好发挥农家书屋的阵地作用，丰富村民
文化生活，曲阜市组织各村以农家书屋为载体，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阅读活动。

王海波介绍，曲阜市组建了24支阅读推广
志愿者队伍，通过“读、诵、演、悟”等形式，
广泛开展“舞前一堂课”国学经典诵读、全民读

《论语》、“流动文化服务+”等全民阅读活动
5000余场，惠及群众30万人次。

同时，曲阜市邀请儒学讲师、书画家、非遗
传承人，精心组织开展国学讲座、书画课堂、读
书交流会、非遗课堂等儒家文化体验活动 1000
余场。

“当前，农家书屋已成为各村村民休闲、学
习的好去处，群众的读书意识和文化自信不断增
强，形成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
貌，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群众综合阅读
率显著提升。”王海波表示，下一步，山东曲阜
农家书屋将继续用好用活农家书屋，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

山东曲阜农家书屋
深化文化“两创”实践
□本报记者 张雪娇

依山而建，古色古香，满园葱翠，静
觅书香。在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管庄村
的山间河谷，隐匿着一家“第二届全民阅
读大会·最美农家书屋”荣誉称号获得
者，叫坐忘阁。

谈到书屋之名由来，近日，浙江坐
忘谷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坐
忘阁负责人周金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坐忘阁就是希望能让人
们在自然风光里静坐品书香，忘却生活
中的烦恼。

书屋是爱的礼物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建一座藏书阁？
周金艳表示，这是一个关于爱和陪伴的
故事。

坐忘阁原负责人叫李光友，他建设
书屋的初衷，是想送女儿一个类似“哈
利·波特”系列里魔法图书馆般的书
屋。原来李光友工作十分繁忙，鲜少有
时间陪伴女儿。在一次和女儿闲谈中，
李光友发现她已经念初中，这才惊觉自
己错过了很多女儿成长的重要时刻。

李光友知道女儿爱看书，给的零花
钱她都拿去买了书。“也许，她想用书
来代替父亲的陪伴。”或许是为了弥补
父爱，李光友想到女儿喜欢看“哈利·
波特”系列，送她一座“魔法书屋”的
想法就此萌发。李光友说：“人生总有
跌宕起伏，给予再多财富，不如给她一
处精神富足的安心之处。”

请画家朋友勾勒出书屋的模样，李
光友按图索骥在丽水市青田县的青山绿
水间找寻了8个月，最终在管庄村找到
了一个清幽之地为书屋安家，这里也发
展成为坐忘谷。之后关于书屋种种，如
选址、设计、建造、装饰等，李光友无
不亲力亲为，只为女儿开心。李光友生
长在丽水市庆元县的农村，为了让女儿

感受到自己童年的乐趣，他从周边县市
的 42 栋老房子里取来木材，将书屋搭
建得古色古香，怀旧风满满。

这份给女儿的特殊礼物让父女的心
灵前所未有靠近。走在坐忘阁的木地板
上，脚底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就像远
方传来熟悉的声音。周金艳表示，2017
年坐忘阁正式对外开放，这份藏在书屋
里沉甸甸的爱，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和
传递，很多家庭在假期或者周末，都会
带上孩子过来亲近自然、品读书香。

青山绿水品书香

来到坐忘谷景区，走进坐忘阁书
屋，只见整面书墙上图书摆放错落有
致、琳琅满目，大大的落地窗透进阳
光，明亮温馨，令人不禁心情愉悦。书

屋有 3 层，高 12 米，面积约 500 平方
米。周金艳表示，书屋对周边村民免费
开放，只要有时间他们都可以来看书。

坐忘阁的阅读空间丰富，大厅中心
是一张实木长桌，长近 10 米，可以供
读者围桌而坐，举办阅读分享会。在精
心设计下，书屋被书架隔离成不同的阅
读空间。沙发松软舒适，榻榻米轻松随
性，也有小朋友在书桌前正襟危坐，聚
精会神看书。此外，阳台设置了品茶
区，对着一览无余的山景品茗，翻几页
闲书，或跟朋友谈天说地，无比惬意。

坐忘谷内有图书 10 万多册，分散
在各个建筑中，其中坐忘阁有5万余册，
文学名著、人文社科、少儿读物应有尽
有。红色主题图书角摆放了《习近平在
浙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少儿
图书则专门摆放在了书架低处，有四大

名著、绘本漫画……孩子们可以随心挑
选喜欢的书，方便且安全。

这么多的图书，也是因爱汇聚的。
“除了自己采购了一部分，我们还会收
到附近的村民甚至全国各地爱书之人送
来的书籍。”周金艳表示，书屋还被列
为青田图书馆分馆，会定期更新图书供
大家阅读。

文旅融合助共富

不久前，青田县妇联组织了7支不
同类型的团队走进坐忘谷，在坐忘阁开
展了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实现亚运、

“护苗”、阅读的梦幻联动。“早听说坐
忘谷藏书很多，今天终于有幸在这清静
幽美的地方阅读，特别开心。”读者陈
诗洁说，坐忘阁坐落在山上，在这里阅
读仿佛能身临其境，在书里的世界遨
游，心更容易静下来。

在“阳光家长”伴读组中，来自青
田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鹤城西路校区的
6位留守儿童，跟着“阳光家长”陈尚
军，通过分享读书感悟、宣传亚运故事
和书写家书等活动，感受阅读的美好。
学生吴俊哲被书屋震撼，“这次阅读活
动，让我感觉读书很有意思。因为爸爸
妈妈在国外，平日爷爷奶奶也很少带我
出来玩，今天可以跟同学老师们一起在
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看书，很开心！”

为了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坐忘谷
内配套的餐饮、住宿、休闲功能不断完
善，过去一年有超 10 万人前来打卡，
成为文旅深度融合的样本。“书屋可以
为阅读活动提供场地，吸引了全国各地
如北京、西安、上海等地的游客特地赶
来，体验在大自然中阅读的乐趣。”周
金艳表示，坐忘谷还带动了附近留守村
民的就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助力实
现共同富裕。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管庄村坐忘阁：

大山里的书屋藏着爱和陪伴
□本报记者 黄琳 文/摄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来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城关镇寨沟
社区农家书屋，干净整齐、舒适明亮的
环境让记者眼前一亮。几名群众正在安
静地翻看图书，有的不时摘抄着名言好
句。“越来越多的村民来这里看书，现
在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农民家门口的‘精
神粮仓’和‘文化充电站’。”寨沟社区
退休老教师邢政伟高兴地说。

寨沟社区农家书屋是孟津区城关镇
党委、政府精心打造的集阅读、科普与
文化活动为一体的综合型农家书屋，书
屋内电脑、桌椅、书柜、儿童书架、空
调、饮水机等设施齐全，多元的文化活
动吸引着周边居民。2023 年，寨沟社
区农家书屋荣获“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最美农家书屋”荣誉称号。

紧贴群众生活
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动力

寨沟社区农家书屋目前有藏书
5000 余册，内容涵盖时事政治、农业
技术、科技、文化、少儿、生活等。说
起阅读需求，就不得不提寨沟社区的乡
土民情，长期以来，寨沟社区村民多以
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主要通过种植玉
米、小麦、花椒，饲养牛、羊、猪等谋
生，由此，农业技能提升成为村民最本
质的需求。今年以来，由镇文化部门牵
头多次组织村民们参加农业技能知识讲
座、农产品种植技术培训、科学种植科
普、绿色农产品种植等活动，通过培
训，提升群众技能，帮助群众增收。

农闲时，很多群众都主动走进书屋
阅读，村里的养殖户张朝辉开心地说
道：“俺家老早就开始养羊了，因为没
技术不敢多养，只有七八只羊，想看养
殖方面的书，提升一下养殖水平，还要
到四五公里外的书店购买，现在在家门
口的农家书屋就可以免费阅读。社区组
织养殖方面的讲座，现场答疑解惑，还
帮助寻找发展专业合作社扩大规模，对
我发展养殖帮助太大了！”“通过学习，
我的养殖水平提高了很多，目前养了
150 只，每年能增收 16 万元左右呢。”
提起此事，张朝辉侃侃而谈。

养殖户梁顺龙也颇有感触：“我现
在知道了，没有知识，干啥也不行。以
前养鸡，怎么也养不好。现在来农家书
屋看的书多了，有水平、有技术，也敢
养了，目前养了 2000 余只蛋鸡，年收
入近18万元。”

看到村民们纷纷鼓起腰包，寨沟社

区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冰冰也很高兴，认
为在书屋开展培训活动显得越来越有必
要。“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满足了
农户的科技需求，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
科学文化素质，同时也营造了学科学、
用科学，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和增收致富
的氛围，为助推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紧贴孩子需求
打造青少年学习乐园

作为社区居民重要的文化学习阵
地，寨沟社区农家书屋严格管理秩序，
规范图书分类、登记、保管、借阅各项
规章制度，合理安排开放时间，周末及
节假日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充分满足了
学生假期阅读需求，有效提高了书屋的
利用率。

今年以来，书屋以培养乡村儿童阅
读兴趣为目的，广泛开展“我的书屋
我的梦”读书分享交流会、“我最喜欢
的书”等主题阅读、诗词朗读活动 50
余次，参与学生 1100 余人次，组织开
展青少年科普活动5次，展示科技成果
40 余件，发放科普宣传页 1000 余份。

“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知识的同
时，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对读书的喜爱，
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深化了
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思想意识。”高
冰冰说。

“我最喜欢来这里看书啦，从家里出
门左拐，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了，特别方

便。”寨沟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梁艺涵高
兴地说，除了看书，书屋也经常举办各类
阅读活动，“我和同学们都很喜欢”。

城关镇还利用周末时间在寨沟社区
农家书屋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活
动，通过邀请教师和志愿者为孩子们讲
述革命英雄故事、文化礼仪、名人传记
等内容，拓宽孩子的知识面、提高写作
水平，锻炼孩子们的交流能力。

在最近开展的“快乐周末”读书分
享会活动中，教师和志愿者为大家带来
了排雷英雄杜富国的故事及《为什么每
棵麦子只有一个麦穗》的故事等。听完
故事后，孩子们纷纷踊跃发言，谈自身
体会及自己从中明白的道理。“通过邀
请教师参与农家书屋活动，可以在阅读
的过程中现场为小朋友答疑解惑，使更
多的青少年用阅读净化心灵、提升自
我、凝聚共识，进一步提高了农家书屋
利用率。”高冰冰说。

紧跟时代发展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想看什么书，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墙
上的二维码，它就会“开口说话”。

2022 年，寨沟社区农家书屋安装
了一面特殊的“书架”，实现从“书
房”走向“云端”。有声书屋拥有丰富
的书籍资源且分类设置及时更新，涵盖
多个专辑，现场展示面开设“经典名
著”等10个专栏，小程序内设有100多
个阅读分类、1000余本书籍。

“有声书屋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里
面装载的所有书籍和资料，都能被有声
播报出来，供大家‘听书’，给视力不好的
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高冰冰介绍，只要扫一扫展示墙上的二
维码，村民就能随时随地阅读、听书和学
习，扫码后下载的内容也会实时更新。

“孙子放假时，天天都爱来农家书
屋，他看纸质图书，我年纪大了，眼也
有点花，纸质书看不见，但是听书就方
便多了。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我喜欢
听点养生方面的书籍，对健康有好
处。”社区里的朱大爷高兴地说。

村里 56 岁的苏振伟因脑出血落下
后遗症，得了偏瘫，行动不便，但本人
又酷爱读书，高冰冰得知此事后，便当
起了送书的“快递员”，坚持每周给苏
振伟送书上门，顺便取回上周送来的
书。寒来暑往，这个小差事已经坚持了
快两年。每次提起此事，苏振伟总是感
动地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这个担任

“快递员”的书屋管理员。
此外，寨沟社区还组织 30 名志愿

者携有声书屋二维码对200户居民进行
送书上门，让村民和孩子们足不出户就
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不仅拓展了农
家书屋的服务功能，也让更多的村民享
受到阅读的快乐。“把书屋搬回家的做
法，极大方便了群众阅读，让寨沟社区
农家书屋不仅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图书
馆’，更成为群众的‘精神加油站’，极
大地满足了社区居民差异化阅读需
求。”高冰冰表示。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城关镇寨沟社区农家书屋：

农民家门口的“精神粮仓”
□本报记者 吴明娟

寨沟社区农家书屋举行“快乐周末”读书分享会活动。 杨新强 摄

最美农家书屋

坐忘阁外景坐忘阁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