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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欣欣向荣的书屋，能对周围
产生什么影响？

“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德
清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奇
回忆说，虽然提前向居民发布了开张
预告，但禹悦书房正式营业的那天，
书店竟然热闹地像一个“菜市场”。
村民们带着好奇一股脑地涌进来。
孩子们兴奋地交谈着，经过几天的维
持秩序后，书房终于变成一个人多也
安静的阅读空间了，更带来一股全民
阅读的风气。

禹悦书房位于禹越镇人气最旺的
中心区域，周边有学校、健身房、文化
广场等配套设施，镇上多数居民只需
步行15分钟就能抵达。书房开放后，
禹越中学的学生陈鑫平每天放学后，
都和同学结伴来这里自习。不少家长
放学后将孩子接至书房，或者开启一
段亲子阅读时光，或者将这里当做暂
时的“托管”地，让孩子自己看书学
习。还有几个在镇上科技企业工作的
年轻人，经常来书房“办公”。

看到这种情况，禹悦书房乘势推
出阅读沙龙、新书发布、观影体验等各
种文化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
求。比如，在“双减”背景下提供公益
托管服务，开设绘画、剪纸等课程，深
受附近村民的欢迎。

燎原村农家书屋位于民宿集聚的
庾村集镇，过往游客时常走进这里打
卡拍照。这座书屋结合莫干山镇打造
的作家村、编剧村和艺术村不定期举

办分享会，村民还能时不时偶遇“大
咖”来采风。

截至目前，德清县已建成60个悦
读悦享书房，开展线上线下文化活
动，吸引 10 万余人参与其中。干山
小镇农家书屋借助新华书店、县图书
馆的力量，在数月内举办了 30 余场
全民阅读活动。有了丰富的场地资
源为载体，德清县图书馆也将更多文
献资源、文化品牌资源下沉到基层，
多形式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带动阅
读。如通过“群众点单”的模式，“名
家领读”“乡土阅读”“德清朗读者”等
活动相继走进乡村农家书屋，多次邀
请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以开讲
座、读书会等形式与本地读者、山水
人文进行互动，让全县读者就近享受
阅读活动服务。

“不管人们走进农家书屋的理由
是什么，但作为一个阅读空间，总有人
在这里变得离书籍更近一步，在这里
获得不同于以往的交流，甚至让他们
的人生发生改变。这也正是在乡村
开 辟 一 个 独 特 文 化 空 间 的 重 要 意
义。”德清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1 年，德清居民综合阅读率达
到 92.4%。“农家书屋+新华书店”的
全新模式，优化了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将文化惠民触角延伸至基层一
线，在书香中推动精神富有。而接下
来全省即将打造的 100 家乡村书房
示范点，无疑也会让阅读文明之花开
遍之江大地。

阅读之风劲吹乡村 书屋“兴起来”阅读之风劲吹乡村 书屋“兴起来”

打造100家示范点，德清“农家书屋+新华书店”模式在全省推广——

书香充盈乡间 服务送至家门
本报记者 孟 琳 李娇俨 共享联盟德清站 王力中

在德清县钟管镇的干山小镇农
家 书 屋 一 楼 ，图 书 借 阅 区 里 摆 放 着
2000 余册新书，以文学类和儿童读物
为主。村民谈云学从书架上挑选了
一本悬疑小说《埋》，抿了一口咖啡，
窝在落地玻璃窗前的沙发上细细翻
阅。

今年 43 岁的谈云学本科毕业，目
前在钟管镇经营一家水果店。“从店里
走到书屋只要 5 分钟就够了。我特别
喜欢看纸质书，一有空就会过来。”谈云
学说，虽然以前镇上也有农家书屋，但
是书籍种类少、更新慢，来的人也少，许
多书都得跑到县里的大书店或图书馆
去看。

改造后的农家书屋，根据读者反
馈定期添加新书，不仅有谈云学喜欢
的悬疑小说，还能满足她女儿的课外
阅读需求，更打通了图书馆借阅系统
和新华书店零售系统。新书可销售，
还可拆封免费借阅，作为馆配书由德
清县图书馆买单。这意味着，在这家
小书屋，能买到或者借到县里新华书
店以及图书馆的书。“我还在书屋借阅
过《百年文学卷》这种以前很难借到的
书。”谈云学说。

干山小镇农家书屋的改变，吸引了
许多像谈云学一样渴求读书的村民。
每逢周末，不少村民都会前来享受阅读
时光。因为人比较多，时常需要等位。

这一切，都得益于德清县刀刃向内
的一次“微创手术”。

“农家书屋虽然建设得早，但是运
营中逐渐出现更新资金不及时、图书资
源陈旧、新书好书借阅难、文化活动少
等一系列问题。”德清县委宣传部文艺
科科长钱斌告诉记者，以前农家书屋的
管理员主要由村干部兼职，缺乏专人管
理，数字化建设滞后。有些稍微偏远的
乡镇，农家书屋利用率不理想，存在不
同程度的闲置。特别是“双减”后，群众

对阅读的需求激增，书目不对路、更新
不及时矛盾愈发突出。

与此同时，作为蕴含场所精神的公
共空间与文化载体，实体书店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竞争，陷入市场拓展慢、网
点入村难、效益不高的窘境。2020年，
德清县新华书店 3 家直属门店零售近
1000万元，但由于运营费用较高，都处
于亏损状态。

为了回应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
动阅读服务优质化、均等化，2020 年
底，县政府与德清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洽谈。由各乡镇提供场地，新华书店承
担运营，自负盈亏，一起摸索出一条“农
家书屋+新华书店”的新路子。

钟管镇干山村率先试点。“干山村
原来是集镇，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村里
老人小孩都有阅报读书的习惯。”干山
村党委书记梅国红告诉记者，2017 年
小城镇综合整治中，村里就为农家书
屋打造预留了空间。新华书店介入
后，进行管理人员培训，和县图书馆共
同负责图书选配、借阅流通，并由专车
配送。

升级后的农家书屋实现了“专人日
日管、活动周周有、书籍月月新”。新华
书店、图书馆、县志愿者服务联合会还
制定了统一的服务标准，专门配备1名
文化志愿者进行管理。干山村里的文
化讲解员宋金萍也“转行”成了书屋专
职图书管理员。

“书屋根据村民的需求调配图书，
结合农民在种、加、养和产、供、销方面
的农业生产特点，提供涉农书籍，保证
书籍的供给精准对路。”宋金萍说。新
模式下的农家书屋，不仅受年轻人欢
迎，也是村里不少老人每天清晨的固定
阅报点。书屋服务范围覆盖留守儿童、
返乡青年、乡村“五老”等群体。开放仅
两个月，新书的销售额就突破两万元，
书籍借阅超过5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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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民感到惊喜的，不仅是书变多
了变新了，还有空间布局的迭代优化，
让书屋“颜值”升级。亲子共读阅览区、
文创文具和教辅书零卖区、水吧等多样
化的场景，聚合成为一个城市之外独特
的文化阅读空间。

走进禹越镇的禹悦书房，这里几乎
座无虚席。镇上的老文化站站长姚根
华边介绍边带记者逛了起来，“禹悦书
房在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落成
开放。这是一个集新书零售、图书借
阅、文创展示、研学休闲、简餐饮品为一
体的新型文化空间，开放以来一直人气
很旺！”

500 平方米的空间，加上天花板和
书架隔层上的暖光灯，让这座书房看起
来非常宽敞明亮。统一的木色装潢桌
椅，搭配绿植，让阅览区有了一丝咖啡
馆的休闲气息。不少学生正在安静地
写作业。门口处的吧台提供茶、咖啡等
饮品，很受欢迎。文创区出售的各种创
意产品里，有一款自动铅笔经常脱销。
继续往里走，还有户外的天台，可以边
看风景边读书喝茶。

2020 年开始，姚根华陆续跑了多
个城市，参观“网红书店”、走访城市书
房⋯⋯“看到设计时尚的书房我就拍下
来。”姚根华说，设计图纸改了一遍又一
遍，只为达到最完美的效果，带来最舒
适的阅读体验。他认为，乡村书房不仅
是改变村民精神面貌、提高村民综合素
质的载体，而且可以丰富基层图书馆服
务体系，未来可以打造成为乡村的网红
空间。

多功能集成让农家书屋变得“潮起
来”。德清的农家书屋不再局限于借阅
书籍与零售，而是探索“书屋+”模式，
打造具有高颜值、复合型、引领生活方
式的乡村文化空间。为了成为群众认
同的复合空间，农家书屋还运用多元多
变的跨界经营模式，这也是德清在新一
轮农家书屋打造中的着力点。

新市镇的“新咖啡书房”，是一间藏
在古镇景区咖啡馆里的文艺阅读空
间。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中，时尚个性
的装修风格凸显了格调，看似漫不经心
的书架角落，充盈着古镇文化。这里有
书、咖啡，还有一些特色纪念品，如新市
黄酒、古镇明信片、印着蚕花娘娘的文
创产品等。游客在这里看书，在享受美
妙阅读时光的同时也接受古镇文化的
熏陶。

下渚湖街道的天际书屋设在天际
森谷景区入口，是一个集买书、阅读以
及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游客、村民可以在“树屋竹林里”“天幕
下”“高空中”等多个场景里看书。书屋
内植入了下渚湖朱鹮玩偶等特色文创
产品，为景区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位
于雷甸镇的悦读悦享雷甸书房则处处
融入了中初鸣遗址等独具地方文化特
色的元素。

“升级版的农家书屋，不只满足村
民的借阅需求。如果是人气高的旅游
村落，建设个性化的农家书屋可作为
一处小小的农文旅融合体，相当于是
为旅游要素进行配套和提升。”德清县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尤其是外
地来的游客，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
还可能是看一处乡土建筑，抑或是一
个乡村文化特色展示，这种书房要承
担的服务、展示作用会更强烈，甚至成
为一个传承地域文化、弘扬乡土精神
的窗口。”

“潮起来”少不了数字化手段支
撑。线上，德清通过与喜马拉雅合作，
连接包括知网、电子书、龙源期刊等在
内的 25 种、总量达 150TB 的数字资
源，让村民在农家书屋就能享用“数字
文化大餐”；线下进行智能化改造，大部
分书屋内部引入智能触控、语音识别、
网络直播、有声读物等技术手段，搭建
各类数字化阅读设施，形成线上、线下
融合互促、有科技感的阅读体验。

打造独特文化空间 书屋“潮起来”

孟 琳

夕阳下，放学的孩子已经占据了
书屋的最佳位置，开始阅读昨日尚未
读完的故事，旁边的家长则在下单购
买想要收藏回家的书籍。这发生在德
清农家书屋里的一幕幕场景，一直徘
徊在记者的脑海里。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支撑。作为
承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梢，
农家书屋成为村民经常“打卡”的文化
栖息地，让小村庄也拥有了“诗和远
方”。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书屋、爱上
阅读，农家书屋逐渐成为凝聚精神、促
进乡风文明的“文化粮仓”。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一位经常在农家
书屋待上半天的读者朱明清。她是乾元
镇修吉堂国学图书馆的常客。她说，对
于农家书屋而言，书籍是最基础的服务，
还可以加载更多内容，比如对村志或者
村史进行编撰整理、采集地方文献资料

和好人好事，通过挖掘民间技艺和艺术
的保存，保护和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品牌，以
增强农村居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强化
文化认同与凝聚、提高文化传承与创造
的积极性。

小小农家书屋可以大有作为。有
书店管理者表示，可以充分发挥农家书
屋文化引导功能，打破其“送文化”的传
统角色定位，将“传播文化”的单一功能
扩展到“记录文化”“创造文化”的多项功
能上来。当你想要了解一个村庄，可以
走进村里的农家书屋，它有厚重的地方
史志、热闹的地方戏曲、精彩的艺术展
览⋯⋯从这一
维度来说，农
家书屋完全可
为农村公共文
化建设和文化
振兴提供内生
发展动力。

农家书屋的N种可能

出门步行几分钟，就能遇到一家书
店，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样的情
形，在城市中或许并不罕见，但在乡村
却很少能见到。

日前，我省发布《关于推动“农家书
屋+新华书店”（乡村书房）高质量建设
的通知》，提出在 2022 年底前，全省打
造100家乡村书房示范点，满足知识需
求，助推未来乡村建设。这种乡村书房
的新模式，正是源自2021年以来，德清
县率先建立的“农家书屋+新华书店”
城乡悦读悦享体系——将公益阅读服

务点附着在经营性实体上，探索出一条
解除供给约束、满足多元需求的城乡一
体化路径。

在德清县，全新的农家书屋星罗棋
布，点缀在多个乡村，让阅读触手可
及。农民家门口就能买新书、看新书，
农家书屋逐渐成为文化微地标、网红打
卡地，营造出舒适的阅读体验，掀起阅
读之风。“农家书屋+新华书店”模式到
底好在哪？具体是怎么做的？给当地
群众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走访德
清的多个农家书屋，寻求答案。

记者手记

燎原村农家书屋结合莫干山镇打造的作家村、编剧村和艺术村不定期举办分享会。
莫干山镇政府供图

村民在农家书屋静享阅读。 共享联盟德清站 白羽 摄

德清县禹越镇的禹悦书房内景。 德清县委宣传部供图

德清县莫干山镇燎原村农家书屋外景。 莫干山镇政府供图

德清县钟管镇干山小镇农家书屋。
共享联盟德清站 白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