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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会会””激激活活沉沉寂寂的的农农家家书书屋屋

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
需要，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
己管理的、能提供农民实用的书
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
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作为
最普遍的村级文化机构，毋庸置
疑，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活动，缓解了文
化“饥荒”，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政策实
践过程中,也面临着政策效能不高，重
建设轻管理、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
轻质量，农民的需求强度不高、参与
度不高、使用率不高等等一系列问题，
主要表现为文化传递中的管理缺位、文
化引领中的功能缺位、文化阵地中的保
障缺位。
舒城县柏林乡响井村农家书屋做法挺

好，“有奖读书竞赛会”、“爱心妈妈分享
会”、“宣讲故事会”，“三会”活动让沉寂的
农家书屋活了起来。近年来，响井村充分
发挥农家书屋聚民心、兴文化的阵地作
用，以村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党史学
习教育有效结合，使农家书屋成为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学习知识的大课堂、推进移
风易俗的新阵地。
服务“三农”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农家书屋

理应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导健康
的乡间价值观念、培育乡村文化主体等方面发挥
涵养心田、教化人心、淳朴民风等重要作用。在美
丽乡村田园中，农家书屋应当将知识转化为生产
力，向着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生活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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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乡村的农家书
屋，连续多年举办“有奖读书竞赛

会”、“爱心妈妈分享会”、“宣讲故事会”，
引导村民多读书、爱读书、乐读书，氛围浓厚，情

趣盎然，收获累累，一时成为最受当地村民热衷的
去处。

这个村就是位于大别山余脉的六安市舒城县柏林乡
镇响井村。

响井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魏红，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子，朴
实得就像地头的野菊花。她很腼腆，但说起村里的文化事业，
她的两眼就放出了亮光，话一下多了起来，她说：“村里这几年
的文化事业发展很快，建了农家书屋，新建了文化广场，农民
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回想前几年，魏红
感慨万千，她说：“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农家书屋是个
最苍凉、最落寞的地方。”宁可打牌，不愿读书；宁可喝
酒，不愿学习；宁可低俗，不愿高雅。村民们的这

些表现，让魏红非常焦急，她说，“不能让国
家投资的民生工程成为摆设，更不能

让农村成为文化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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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读书竞赛会”萌动读书初心

魏红上过大专，平时非常喜欢读书，
她是个很有思想的文化管理员，面对农
家书屋的现状，她在思考着。

2016年，这是她担任农家书屋管理
员的第六个年头，她向村“两委”提出
建议，要求开展“有奖读书竞赛会”。

面对村干部的质疑，魏红把自己
的想法和盘托出。

根据村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
不同类型村民户，分类相关书籍分
发给参赛选手们，让他们在一定
时间内认真阅读备考，并请专家
出相关试卷，然后在农家书屋里
统一考试，最后把他们平时生产
和答题的分数结合起来，评出
水稻、玉米、棉花、小麦、马铃
薯、奇异莓、山芋、养鸡、养牛、
药材共十大类读书生产状元。
对于评出状元的人选，村里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
神表彰。

这是个好事，村民们热
情也很高，但大多为旁观
者，报名参赛的人寥寥无
几，魏红开始广泛宣传，
一户户动员，最终80多
人参赛。

为了鼓励大家看
书、学习，充分准备好
这些竞赛，魏红特地
从县文化部门调取相
关书籍，上门送给参
赛者。

吴兆俊是本村
创业有成人士，后
回乡成立安徽雨
泓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种植
软枣奇异莓，这
是一种经济价
值高、发展前
途广的果树。
在发展过程
中 ，吴兆俊

深感科学种植的重要性，但局限于自己的
文化知识，种植技术一直很难有大的突破。
魏红给他送来了软草奇异莓的相关书籍，
从县里请来专家向他讲解书中的内容，并
开展现场教学，手把手辅导他种植、培育相
关知识。吴兆俊硬着头皮学下去，不知不觉
中，他竟慢慢爱上了那套《奇异莓种植知
识》书，白天读、晚上读，睡炕上读、田间地
头读，如饥似渴地学习，光学习笔记就写了
一大本。

“感谢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读书生产状
元，这沉甸甸的证书是我的荣誉，更是魏红
的，是她引导我走向读书的殿堂，是她帮助
我掌握了奇异莓更多的知识，帮助我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当魏红向吴兆俊颁发读书生
产状元的荣誉证书时，他深情地发表获奖感
言，并向魏红深深鞠了一躬。

这是魏红开展的第一届有奖读书竞赛
活动的情景，这次活动成功举办，更加坚定
了她要将这样活动持续开展下去的信心。

魏红每年组织一次有奖读书竞赛活动，
这已成为农家书屋的一个品牌。为了让活动
更有吸引力，促进更多的人静下心来读书，
她创新赛事方式，创新奖励机制，使参与人
员有新鲜感、有积极性。

在第四届有奖读书活动中，魏红出题目
是《读书，改变了我》，要求大家写读书心得
体会，不少读者根据多年的读书和生产体
会，热情洋溢抒发着自己的感受。读书，提升
了我的生产技能；读书，让我的人生更精彩；
书香，让村庄嬗变……一篇篇发自内心的文
章让评委拍案叫绝。

在第六届读书竞赛中，魏红组织开展阅
读马拉松活动。选手来自全村的10个村民
组，由各村民组推荐，有年轻学生，有中年农
民，也有退休老师，他们代表各自村民组。参
赛者需要在6小时内完成一本新书的略读
和通读，然后做完书面试卷，包括填空、选
择、判断题等。

面对群众对读书竞赛活动越来越高的
热情，在今年第七届读书竞赛中，魏红组织
必读、抢答、加试读等环节，精彩纷呈。为了
获得荣誉，许多有志村民纷纷加班加点学习
指点书目，进一步增添了全村的学习氛围。

“爱心妈妈分享会”护苗阅读里成长

周末或寒暑假，当人们窝在家里或外出
旅游时，响井村年轻妈妈们却带着孩子来到
农家书屋，她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与孩子
一起专心致志捧起书本，有的在书上勾画
着，有的记着笔记，犹如干渴的海绵吸吮着
四面八方的知识。

这是农家书屋“爱心妈妈分享会”的一
个片段。魏红介绍，村里的留守儿童由于多
数是爷爷、奶奶陪护，在知识文化的学习熏
陶上，在阅读习惯的养成上，显然与其他孩
子相比差了一点。

阅读要从娃娃抓起，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将让孩子受益终生。

在魏红的组织下，村里成立了农家书屋
“爱心妈妈志愿团”。这是一批年轻的、有爱
心、有朝气、有知识的“妈妈”，她们引导留
守儿童在放学后、节假日、周末到农家书屋
看书、写作业，农家书屋志愿者主动为孩子
的作业解疑释惑，陪同孩子一起阅读儿童读
物和新时代特色的进步书籍。这样活动被群
众称为“爱心妈妈分享会”。

在农家书屋，我们看到一个布满整个墙
面绿色的签名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稚嫩的
签名。魏红介绍，这是农家书屋组织的

“10分钟小课堂”、“护学+护苗”、“学党史+
护苗”、“经典阅读+护苗”等品牌活动的签
名。

这些各具特色的活动，是爱心妈妈在
实践中的创新。

“10分钟小课堂”由爱心妈妈余小莉
创建。每周六上午，当小朋友陆陆续走进
书屋时，余小莉抓紧时间，采取视频收看、
音频收听、散文诵读、党史故事分享等形
式，让同学们进入学习状态，分享学习心
得，深受孩子的青睐。

在学生刘小倩的眼里，这“10分钟小
课堂”让她着迷，她最喜欢党史上的小英

雄故事，他们机智勇敢、敢于牺牲的精神令
她感动万分。

“我们开展的都是‘护苗’爱心行动，有
的侧重于护学，有的侧重于学党史，有的侧
重于经典阅读，志愿团的妈妈们就给活动命
名‘护学+护苗’、‘学党史+护苗’、‘经典阅
读+护苗’，每人打造一个品牌，在护苗的行
动中展现各位妈妈的爱心和聪明才智，看谁
做得好，更受学生欢迎。”说起农家书屋的助
学行动，一向木讷的魏红打开了话匣子，有
如决堤的江水，兴之所至，滔滔不绝。

袁婷婷是村里的干部，也是一位年轻的
妈妈，她是爱心妈妈志愿团的发起人之一，
负责五名留守儿童的学习阅读，她打造的品
牌是“护学+护苗”。每到周末，是她最忙的
时候，她要把孩子一个个接到农家书屋，然
后与孩子一同阅读。她教孩子们背《三字
经》、《弟子规》等课程，不但讲解、做示范，
还请小朋友们上台互动。

“爸爸，我在农家书屋阅读童话，今年已
阅读了《安徒生童话》、《父与子》等。袁阿姨
还教我们背诗词，我背一首给你听：朝辞白
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崖猿声啼不
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宝宝加油！要听袁阿姨的话，过年
回来买最好的礼物给你。”

这是袁婷婷组织的儿童莉莉与远在上
海打工的爸爸视频互动的情景。袁婷婷每次
与孩子学习阅读结束后，就把手机视频打
开，让孩子与父母视频通话。

“增进了与孩子的亲情，增强了小孩学
习的动力，也让父母在外安心。”袁婷婷说起
视频通话和亲子互动，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满
的笑容。

“宣讲故事会”打造家门口的红色教育课堂

“我们这代人，见证祖国发展，也经历人
生起伏，有顺境，更有逆境，但我们不变的是
一颗红心永向党，始终热爱我们伟大的祖
国。”响井村农家书屋门口，初冬的阳光下，
一位老人正用地道的舒城方言回忆自己的
成长经历，细说着党的好政策，回顾着历史
的巨大变迁，旁边围了很多村民，他们听得
如醉如痴，显然入迷了。

响井村农家书屋越办越火，村民自发过
来述说着过往，感慨着当下，越讲越激动，慢
慢就形成“宣讲故事会”，每天总有群众前来
唠叨。

这样的人气，让魏红很激动，她有意识
地在农家书屋布置红色阅读角、设置红色书
籍学习教育专柜、增添学习材料，带动大家
讲身边事、道身边理，读书读报、互动互
学，让农家书屋成为群众“学红色经典、
讲党史故事、感党的恩情”的新阵地。

每天下午，这里人流涌动，不再是过
去的冷寂场面，人们带来了欢笑，带来了
书香，他们好像展示着口才，他们更是有
着无穷的话要对党说。宣讲的人中有老党
员、老教师，更有刚刚脱贫的群众，还有
稚气未脱的小学生、中学生，他们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大时代
的变化。

红色书籍成了书屋最畅销的书。据魏
红介绍，为了活跃群众读书的热情，今年
以来，书屋开展“我的书屋我做主”农家
书屋自主选书活动，让群众自己选择最喜
欢的书，将“送什么书看什么书”变为
“看什么书选什么书”。魏红欣喜地发
现，群众第一要点看的是红色书籍，其次
关于农业科技书籍，再次就是群众所要的
实用书籍。

有了红色知识的武装，群众的读书积
极性越来越高，“宣讲故事会”也越办越红
火。不仅本村人来讲，外村的人也慕名而来。

“我们的宣讲内容越来越广，宣讲范围
越来越宽，这也成了道德讲堂、乡风文明论
坛的理想场所。”魏红说，在今年上半年的乡
村环境治理中，这里连续举办乡风文明论
坛，大家结合自己体会，就应不应该抓环境
治理，如何抓环境治理，怎样让环境治理更
上一个新台阶，人们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
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为全乡的环境治理工作
赢得了全县的表彰。

不仅村里人讲，农家书屋还邀请乡里、
县里甚至大学等相关专家来此开展论坛。

“邀请的专家都是免费的，他们很乐意
为村民开讲坛。”魏红补充道。

红色课堂声声入耳，心心相印。为了让
宣讲故事会进一步深入群众的心坎，魏红
组织了流动农家书屋，让田间地头成为阅
读的场所、宣讲的场所。农家书屋组织“阅
读宣讲大蓬车”，把相关群众喜欢的图书送
到农家庭院，送到田间地头，送到企业一
线，为群众提供免费借阅服务。群众说：物
质早已脱贫，又来精神脱贫。这书我要认真
阅读，开展宣讲。

宣讲故事会不仅在书屋举办，村里的大

喇叭也时常响起宣讲的声音，宣传党的政
策、法律法规，传授农业科技知识，群众足不
出户就可学习文化、学到知识、提高技能。

最时髦的当然是宣讲进抖音了，一开始
是年轻人在抖音宣讲，后来老年群众也赶上
这时尚了，他们以夸张的动作、诙谐的语言，
表现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宣讲，通
过视频，传得很远很远。

“村里有书屋，户户飘书香”，舒城县文
旅体局局长武立胜这样评价：响井村群众的
精气神提升了，觉悟更高了，村里风清气正
了，农家书屋的工作做得好！

响井村年轻干部袁婷婷辅导婶婶们阅读致富书籍

响井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魏红到幼儿园开展送学活动

开展亲子阅读

响井村农家书屋组织开展学习二十大报告

响井村下派书记路应辉送学到农家

茶茶 坊坊
响响井井村村赵赵忠忠平平、、张张正正中中

每每天天来来农农家家书书屋屋学学习习农农业业技技
术术，，提提升升科科学学种种植植水水平平 （摄影：李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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