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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怎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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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叶杰全楼、叶袁玉卿会堂
落成典礼昨日上午在宁波大学梅山校
区举行。该建筑由浙江省爱乡楷模、香
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香港通用国际
企业有限公司主席叶杰全先生及3个
儿子共同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助建而
成。

该大楼将为梅山校区4000余名师
生开展大型会议、举行文娱活动提供优
良保障。正式落成的叶杰全楼、叶袁玉
卿会堂建筑面积9594平方米，总造价
5700余万元。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游玉增

我市首家
乡村健康驿站揭牌

5月12日上午，“医心向党 巡回医
疗进乡村”义诊行动暨宁波市江北区

“乡村富·医路行”健康驿站揭牌仪式在
庄桥街道童家村举行。

据悉，这是全市首家乡村健康工作
驿站，标志着乡村医疗保障延伸服务开
启了新的征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乡
村健康驿站位于童家村文化礼堂所在
建筑的一楼。挂牌成立后，这里将投放
血压计、血糖仪等设备，方便村民日常
自我健康监测。辖区所在的庄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定期会安排医
护人员坐诊，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另
外，一年还会安排两次大型义诊和巡回
医疗。

江北区卫生健康局驻村第一书记、
农村工作指导员郑代丰说，本次“乡村
富·医路行”健康驿站在童家村揭牌，是
我市首个试点。该健康驿站重点围绕

“一老一小”健康保障、健康支持性环境
提升等健康共富行动，进一步夯实健康
底色，增进共富成色，全面提升村民健
康素养水平，高标准推进未来乡村建
设。

活动当天，“乡村富·医路行”健康
驿站举行了“医心向党 巡回医疗进乡
村”首场活动。庄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现场为80多名80岁以上的老年
人提供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签约服务；宁
波市第九医院医疗健康集团、宁波市民
康医院、宁波市妇儿医院等党建共建单
位的专家开展综合义诊，村民足不出村
即可享受B超、心电图、骨密度检测等
检查以及内科、外科、妇科、睡眠障碍等
方面的健康咨询。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许玲 朱冬琰

农村文化新阵地
如今成为网红打卡点

“农家书屋是满足农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务共同富裕的
重要载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农
村文化阵地。”宁波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运营管理农家书屋
的模式需要不断创新，好的经验、
做法值得大家互相借鉴学习。

现场会前夕，30多位行业代
表与各区（县、市）新华书店负责
人实地走访考察了慈溪龙山镇的
雁门书屋、思敬书屋和山下书院3
家乡村书房。

青瓦白墙的复古书院内，古
筝乐声悠扬，吟诵之声朗朗，宋代
服制风雅，尽显宋韵之美……在
山下书院，休闲阅读已融入了当
地百姓生活。改造后的山下书
院，设有挼蓝、映碧、浣花、补树等
4个不同功能的图书借阅室，日常
免费对外开放。

这间农家书屋开放后，吸引着
周边村民前来充电学习，也成为不
少游客心目中的网红打卡点。

“这几家书屋小而美也别致，
可以说各有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学习。”参会人员在走访中了解
到，在慈溪，图书馆与农家书屋互
联互通，农村文化礼堂与农家书
屋“共享式”的管理模式，已经将
一站式的“文化大餐”送到了村民
的家门口。

宁波大学叶杰全楼、
叶袁玉卿会堂落成

宁波目前有多少个农家
书屋？这些书屋又增添了哪
些新功能？

5月 12 日，宁波市农家
书屋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慈溪
龙山召开。会上，各项有关
宁波“农家书屋”的大数据出
炉，一项项创新运营管理模
式引发关注。全市第二批共
计 54 家农家书屋示范点也
在会上进行了授牌。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
理、鄞州新华书店总经理许静杰
介绍，在推进农家书屋建设过程
中，书店方面有效整合各地乡镇
的资源禀赋，图书馆的优质馆藏
和公共文化资源，并依托新华书
店的渠道运营和文化服务资源，
打造出“一半烟火，一半诗意”的
具有网红气质的独特文化空间。

集书店经营、文化消费、空间
赋能、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新华书
店·山外”和“咸笈”都是比较成
功的案例。“两家乡村书房的蝶变
转型，也引发了良好的品牌传播
效应。”许静杰说，从选派培育95
后年轻业务骨干运营书房，到公
开招募“乡村书房主理人”，通过
优质社会资源导入书房建设，系
列举措将书香阅读、公共文化链
接志愿服务，正形成合力，共同打
造阅读社会。据统计，“山外”的
月均客流已近10000人次，“咸

笈”月流量已破5000人次。
宁海县前童镇则以“书香前

童”文化品牌为核心，深入推进农
家书屋建设。“科技赋能农家书
屋，做足文旅融合文章，是我们推
进农家书屋建设的重要抓手。”宁
海县前童镇宣传委员李蔷蔷介
绍，目前全镇农家书屋全部实现
通借通还，统一推广使用手机借阅
系统，各农家书屋配备平板电脑，
村民手机扫码就能完成借还书。

在慈溪，多点开花的农家书
屋，已成为当地一张靓丽的文化新
名片。“目前我们在实现市域267
个农家书屋全覆盖的基础上，全市
构建起了形式多样、触手可及的

‘一镇（街道）一示范’农家书屋新
形态。”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新闻出版局局长方丽川在发言时
说，一批乡村阅读新空间脱颖而
出，树立起了乡村的文化地标，也
成为了群众的“网红打卡点”。

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我市
共有农家书屋 2081 个，按照
2154个行政村计算，覆盖率达
96.6%，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市农
家书屋共存书350万余册，去年
共举办活动9240余场次。

“从2021年起，我市以提档
升级为目标，启动农家书屋示范
点建设，两年来全市共建成市级
示范点162个。各地采取宣传部
统配、图书馆配送、书屋自行采
购、社会募集及‘书循环’活动等
方式，着力健全购书、借阅等服
务，将服务半径大的部分农家书
屋建设与新华书店农村发行网点
布局相结合，提供‘你选书我买
单’的阅读服务体系，不断满足农
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宁波市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全市各地在推进农家书屋
建设过程中，注重挖掘本土资源，

紧扣本地特色，“书屋+文保建筑”、
“书屋+博物馆”、“书屋+文旅资
源”等模式已经让农家书屋成为百
姓、游客喜闻乐见的文化窗口。

而在提升农家书屋使用率
上，各地通过开展领读人领读、品
牌活动进书屋等，将丰富多彩的
阅读活动带入农家书屋。随着农
家书屋品质的提升，已慢慢成为
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文化活动的
选择地，形成了“你若盛开，蝴蝶
自来”的效应。

宁波在全面推进农家书屋过
程中已走出了一条精品化、城市
化、平台化、多元化之路，接下来，
还将继续结合我市自身实际情
况，助推乡村阅读迈入“文化共
富”快车道，打造有宁波特色、高
品位的农家书屋、乡村书房。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刘健世 胡蓓 文/摄

“农家书屋+”模式，成为创新运营发力点

宁波的特色解法，助力打造高品位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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