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启迪智慧，阅读

引领成长。在4·23世界

读书日来临之际，我们将

目光对准全民阅读链条

上的基层坚守者和有代

表性的农家书屋，这其

中，有二十多年来为村民

坚守“精神粮仓”的王治

伦；有开办12年、帮助村

民为农产品找到销路的时

光印记书屋……他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星星点灯”，

赋能乡村振兴，为“书香重

庆”建设谱写了一曲平凡

之歌、时代之歌。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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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9■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星星”档案】

王治伦是重庆市合川区龙凤镇
米兰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受酷爱读
书的祖父王守一影响，他自小与书
相伴，心中一直有一个建设乡村图
书馆的梦想。二十多年前，他和家
人自筹资金，建成了一个面积60余
平方米的公益图书室，并将其命名
为“守一图书室”。二十多年间，“守
一图书室”始终敞开大门，成为周
边村民获取知识的“精神粮仓”。
王治伦被中宣部等3部门授予2022
年全国“乡村阅读榜样”称号。

4月17日上午，合川区龙凤
镇米兰村，守一图书室早早地开
了门。主人王治伦照例烧水、泡
茶、洒扫，一切程序有条不紊，如同这二十多年来
的每一个早晨。准备工作就绪，他搬来一把藤椅
在门口坐下，晨风徐徐，朝阳洒在脸上，为他黝黑
的面庞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光。

年已古稀的王治伦看上去比村里的同龄人
年轻不少。他的身体状态的确很好，思维敏捷，
说话走路都风风火火，所谓古稀之年的老态在他
身上完全看不到，“可能这也要感谢读书哟，读书
让人年轻，我信！”他呵呵笑着，快人快语。

或许，在王治伦心里，此生最令自己满意的，
就是他身后这间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守一图
书室。

这是一间重庆乡间常见的普通民居，面积
60余平方米，藏书也不过万余册。二十多年来，
它的大门一直向村民免费敞开，男女老少纷至沓
来，读书、借书、自习，或是闲话桑麻。如今，它已
成为当地开展乡村阅读的公共空间，王治伦也被
授予2022年全国“乡村阅读榜样”。

与王治伦身上淳朴沉稳的气质一样，守一图
书室的气场，有着黄土地一般的厚重朴实：简简
单单的白墙，靠墙摆放着几排简易的书架，书架
上摆满了报刊书籍，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其中
大多数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泛黄的书页默默见证
着这间乡村图书室走过的二十多年岁月。

农民出身的王治伦和普通农民不太一样。
他的祖父王守一酷爱读书，留下了数百册古籍。

耳濡目染下，王治伦从小爱读书，谈吐不俗。在
看到村民们常常聚众打牌，甚至为输赢争吵时，
他想要不把家中的书拿出来给大家看，“农村嘛
耕读为本，书里有知识，有些书就是教农民科学
种田的。慢慢地，建一个乡村图书室的想法在我
心里开始萌芽。”

在堂兄王明伦支持下，王治伦坚定了信心，
说服老伴赵依秀，把新建的房子腾出来当图书
室。为了添置书籍等，他还多方举债数万元。
2002年，他终于得偿心愿，守一图书室正式开放。

起初，除了村里的孩子，没啥大人上门。后
来，有粗通文字的村民从图书室的农技书中学到
科学种植技术，收成很不错，这让村里人开了眼，
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看不
懂的地方，还相互请教。渐渐地，村民们开始远
离麻将桌，一有空就来图书室坐坐，翻书。

利用守一图书室，王治伦还积极为基层群众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等内容宣讲，将
党的最新精神传递到群众心头。他还举办了“一
本好书带你读”阅读讨论会、“全民阅读·书香龙
凤”读书分享会等活动；与当地学校合作，助推书
香校园建设。

“有人问我，图书室会一直开么？我说，图书
室的大门会永远敞开。”王治伦笑道，虽然自己上
了年纪，但是儿子已经答应接班了，“我们会坚守
村里的‘精神粮仓’，让更多村民从阅读中获益！”

【“星星”档案】

获得 2022 年“书香重庆”十佳最美阅读空
间的初心书屋，位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华溪村，面积30平方米，陈列图书近2000册，由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历时4个月打造。书屋
面向村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以阅读点亮初心，让
书籍润泽心灵。

“看到孩子们在初心书屋有滋有味地阅读，
我感到很欣慰。通过阅读，他们看到了更宽广
的天空、更美丽的世界。”4月17日，石柱县新华
书店图书销售员、初心书屋图书管理员黎静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初心书屋位于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书屋
空间虽然只有30平方米，但红色五星造型顶灯
和走马吊灯让空间明亮而温馨，书架和天花板
色彩朴实而大气，在这样的氛围中，读者可品味
近2000册图书，享受阅读乐趣。

2021年4月21日，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
用4个月时间打造完成初心书屋。取名“初
心”，是希望党员干部群众从阅读中汲取营养和
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书屋是由原本闲置的阁楼改造
成的。”黎静介绍，书屋所在的位置，是老党员马
培清家的二层阁楼。书屋陈列的图书，以政治
读物为主，还有儿童文学、农业种养殖等方面的
图书，满足了读者阅读需求。

黎静介绍，她会定期来初心书屋，除了上架
新的图书、取回比较旧的图书，她还会了解村民
的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为书屋“输血”。她说，
在华溪村，许多村民种植黄精。黄精集药用、食
用、观赏、美容于一身，是埋在土里的“聚宝
盆”。华溪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
让村里黄精产业种植规模已达730亩。“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村民们喜欢借阅黄精种植方面的
图书，为此，我们也要更加贴心服务，为村民提
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致富增收。”黎
静说。

值得一提的是，初心书屋还吸引了很多外
地游客前来阅读、打卡。游客看到乡村有这么
精美的阅读空间，纷纷竖起了大拇指。接待游
客时，马培清常常作为义务讲解员，讲解华溪村
的变化。她说：“看到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我
一点也不累。要永远感恩党，不能忘了我们是
啷个过上好日子的。”

【“星星”档案】

获评 2022 年“书香重庆”十佳最美阅读空
间的时光印记书屋，位于城口县河鱼乡，中式仿
古建筑风格，与场镇巴渝新居建筑相得益彰。书
屋现有藏书35000册，囊括政治、科技、生活、文
化、少儿、综合六大类，以及报刊杂志5种，并组
织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普法课堂、婚育讲座、实用
技术培训、健康讲座等活动1200场，切实把文化

“种”到农民心里。

“我们这个书屋已开办了12年，藏书丰富，
重点为针对农村阅读群体的图书，让农人‘读得

懂、用得上、留得住’，而且我们经常结
合农民实际需求举办读书

活动、主题讲座等，让书香浸润乡土，成为乡村
文化振兴的主阵地。”城口县河鱼乡文化服务中
心主任兼时光印记书屋管理员陈迎春说。

于2011年3月投入使用的时光印记书屋，
主体建筑占地300余平方米，配置有完备的阅
览桌椅、办公桌等设施。“书屋结合村民的作息
时间，每天8点30分至17点30分开放。”陈迎
春称，为防止和克服书屋重建、轻管的现象，确
保书屋建设取得实效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
她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书屋内，还自学并熟练
掌握了图书管理、分类、编号、登记、上架、借阅、
保管、服务等相关业务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书屋建成后，针对部分村民
认知上的差距，他们还充分利用村级广播、微信
群发、农村党员会等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宣传
书屋，吸引更多的群众借阅。同时，在“4·23世
界读书日”“6·12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点，

书屋还开展了政策法规宣传、普法课堂、
婚育讲座、实用技术培训、健康
讲座等活动，进而丰富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我们书屋的月借阅
量可达300册以上，主要为青少
年群体、农村留守人员等。”陈迎
春说，“现在种庄稼，不能光靠经
验，还要掌握科学技术。技术哪
里来？书本里来呀！”

如今，到时光印记书屋阅
读，或者借书带回家看，已经成
为村民贾会云平日里的习惯。
他告诉记者，为了照顾年迈的父
母和抚养小孩，他没有外出打
工，而是选择在家创业，种植了
六七亩天麻。他经常到书屋看
书、借书，还经常阅读时政新闻、
消费新闻等，为自己的天麻销售
收集信息、找出路。“我就曾通过
一则报纸新闻，联系到一位买
主，一次性卖了 3 万多元的天
麻。”贾会云开心地说。

（本版稿件由记者赵欣、韩
毅、赵迎昭采写）

【“星星”档案】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
屋（以下简称下庄农家书屋），由“时代楷模”毛
相林老屋改造而成，空间面积300平方米。书
屋配备有各类图书共计3000多册，并配有电脑
和数字阅览屏。其中，创新开发的数字阅览屏，
除可以链接学习强国外，还将党员教育、巫山新
闻、科普节目等植入其中，广大村民和游客随时
可观看到巫山新闻等节目，以及一些农技科普
视频。

“我们这里虽比不上大城市的书屋，但可以
看书、上网、刷视频，为村民提供了多样化、个性
化、智能化、便捷化阅读服务，是村民精神文化
生活的‘加油站’。针对游客，除了可以沉浸式
打卡拍照，还可以参加愚公讲堂，听毛相林讲党
课。”4月17日，竹贤乡党委组织委员兼下庄村
党支部副书记、下庄农家书屋管理员匡敏接受
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时下的下庄，一树树桃花、李花、杏花，点缀
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将村庄装扮得如诗如
画，村民与游客和谐共处，绘就一幅现代版“山
居图”。

下庄农家书屋就位于下庄人事迹陈列室
旁，由“时代楷模”毛相林老屋改造而成，于

2022年 2月底建成投用，空间面积300平方
米。书屋的图书种类齐全，涵盖政治、天文、地
理、历史、农业种植技术等类别，并配有电脑和
数字阅览屏等。读者既可以看书，也可以上网
看新闻、刷农技科普视频等。

而书屋的空间设计，更是匠心独运，通过图
文并茂的方式，分千里寻庄、拓荒建庄、支部垒
庄、凿路通庄、战贫富庄、魅力原庄、振兴康庄七
个板块，沉浸式还原了下庄人在毛相林带领下，
耗时7年，以“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
丈”的信念，牺牲了6个人的生命，在绝壁上抠
出一条长8公里的“天路”的事迹，以及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奋斗历程。

“为了让书屋更好发挥作用，我们不仅随
时更新图书，确保将‘最新鲜’的知识送到村
民身边，还常态化举行读书活动、主题讲座
等，引导更多人走进书屋。”匡敏说，“我们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愚公讲
堂、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等。其中，愚
公讲堂中不仅有毛相林讲党课，还时常邀请
农技专家、政法干警等讲课，提升村民的技能
水平和法治意识。

“不仅如此，书屋与村史馆、下庄人事迹陈
列室、下庄院子、下庄党校教室等融为一体，资
源共享，更为下庄观光旅游、研学旅游增添了文
化体验感。”匡敏说。

【“星星”档案】

获得2022年“书香重庆”优秀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的“阅读润农家 书香进乡村——故事姐姐
山村行”，是致力于优化万州区乡村阅读环境，激
发学生阅读热情，为乡村儿童、家庭讲好中国故
事的一项公益活动。四位姐姐用故事点亮心灯，
大力保障乡村儿童实现基本阅读的权利。

“看到乡村的孩子们因为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而爱上阅读，我们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4月17
日，“故事姐姐”成员之一的邓文思接受重庆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

在万州新华书店，有四位颇受孩子们喜欢的
“故事姐姐”，她们是马艳红、邓文思、林静、牟晓
敏，她们有的负责图书销售，有的负责收银工作，
工作之余，她们走进万州石峰社区、李河镇、龙驹
中学、清泉中学、回龙社区等地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为孩子们讲故事、赠书，让乡村学生的世界因
书香而更加丰盈。

“故事姐姐”讲的故事，以红色故事为主，在青
少年心中埋下了“红色火种”。此外，这些故事还具
有地域特色，让青少年以身为万州人而自豪。作
为“故事姐姐”的同事，万州新华书店店长但宁介

绍，就拿去年9月15日在鱼泉初中开展的活动来
说，“故事姐姐”以重庆红色故事绘本《江竹筠 碧
血丹心铸丰碑》为载体，选取生动形象的插图绘画，
加入江竹筠烈士在万县（今万州区）被捕前后的历
史材料和图像资料，或娓娓道来，或慷慨激昂，用饱
含深情的语言诉说红岩英烈江竹筠的故事。

活动中姐姐们还为同学们赠送了《雷锋的故
事》《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青春之歌》等
红色经典著作。“学生们接到书的时候，非常小
心、非常期待，我能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求。”
邓文思说，“故事姐姐”大多都当了妈妈，在讲故
事、和乡村学生互动时，每个人都倾注了最真挚
的情感，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她介绍，很多
乡村学生较少接触到绘本，当“故事姐姐”给学生
们分享绘本故事时，学生们别提多开心了。

邓文思回忆道，“故事姐姐”还曾走进万州区
杂技团，带去红色经典故事《闪闪的红星》，以及
好书分享《中华美德故事》《孩子，你慢慢来》等节
目。活动尾声，杂技团的孩子们为“故事姐姐”展
示了扎实的基本功，以及舞蹈《少年》《伯虎说》等
精彩节目。“活动结束后，杂技团的孩子们经常到
书店，和我们谈心。我真的觉得，活动搭建了一
座情感的桥梁，让孩子们通过桥梁遇见更美好的
世界。”邓文思说。

【“星星”档案】

曾真，重庆市渝中区图书馆馆员、读者服务部
副主任。长期负责少儿阅览推广，志愿者服务工作。

个子不高，声音温柔，笑容可亲，渝中区图书
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曾真，是不少读者眼里值得
信赖的人。

“您看，把书放这里，证件放这里，就可以完成
借书了，很方便的。”4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渝
中区图书馆见到曾真时，她正手把手教一位头发
花白的读者使用自助借阅机。老人终于学会使用
设备后，连声感谢。曾真笑着送她走出阅览室，还
没坐下歇口气，又迎来了另一位求助的读者。

自从2009年进入图书馆工作以来，曾真的
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读者服务一线。十几年
来，她自己也记不清楚，曾经服务过多少读者。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在岗位上乐此不疲，“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喜欢泡图书馆，成了一名图
书馆员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从事的是自
己由衷喜欢的职业，我喜欢跟书打交道，也希望
能帮助更多的爱书人。”

读者服务中心工作多而繁琐，志愿服务是其
中重要的一项，而曾真则是渝中区图书馆众多志

愿服务活动的主要策划及实施人。“图书馆是文
化服务基层阵地，也是志愿服务精神体现的重要
场所，我们馆有5支志愿服务队，除了招募读者
参与全民阅读志愿服务外，馆里工作人员也要以
志愿者身份参与到读者服务和社区服务中去。
做好志愿服务，才能更好推动全民阅读。”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做好未成年人的阅
读服务意义重大，有助于让未成年人在书香熏陶
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此，曾真将渝
中区图书馆“故事妈妈讲故事”与中国图书馆学
会的“文化暖心 阅读推广到你身边”活动相结
合，通过线上线下招募有爱心且具备行业知识的
志愿者妈妈们，结合自身职业给小朋友们讲故
事、做游戏，让更多的孩子受益。馆里的主题阅
读志愿服务也深入留守儿童学校和偏远乡村，为
更多有需要的未成年人送去书香和温暖。

此外，老年朋友也是全民阅读建设中不可或
缺的一个群体。这些年，曾真坚持在重阳节组织
志愿者前往大溪沟街道老年服务站等地，为老年
朋友带去书香与问候。不但送去精选的健康养
生杂志，还与老人围坐一起，为他们诵读养生知
识。“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我们也会
把这种文化服务持续下去，用阅读的力量关爱更
多老年人。”

王治伦：

二十多年坚守
“精神粮仓”

曾真：

用心用情温暖每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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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姐姐”：

搭建情感之桥

初心书屋：

帮助村民致富增收

下庄农家书屋：

沉浸式还原阅读场景

时光印记书屋：

让书香浸润乡土

图片说明：
① 2022年全国“乡村阅读

榜样”王治伦。
② 渝中区图书馆曾真。
③ 2022年“书香重庆”优秀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故事姐姐”。

图片说明：
④ 2022年“书香重庆”十佳最美阅读

空间初心书屋管理员黎静。
⑤ 2022年“书香重庆”十佳最美阅读空间下庄农家书屋。
⑥ 2022年“书香重庆”十佳最美阅读空间时光印记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