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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大书架整整齐齐摆放在白色

屋墙下，上万册图书依次站立在白色书

架上，空气中氤氲着书香……这里是宋

庆莲的家，也是农家书屋。11 年来，这

里接待了上万名读者、借出过上万册书

籍，见证了许多热爱阅读的孩子长大成

人、学业有成，也见证了宋庆莲从爱书

人到作家的不凡历程。

宋庆莲 1966 年出生在湖南省湘

西古丈县的一个土家族山寨。在她小

的时候，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操持

家务、耕田种地。作为家中长女，宋庆

莲要负责照顾 3 个弟弟，直到 10 岁才

有机会念小学。

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书本里的

知识令人着迷，为宋庆莲打开了一个

新世界的大门。遗憾的是，后来她没

有机会继续升学，再后来，她嫁到了湘

西北的农村。但是，她对阅读的热爱

一天也没有消失，她省吃俭用买书看

书。丈夫也热爱读书，常用自行车驮

着她去 15 公里远的县图书馆借书。

但是在农村，像宋庆莲夫妇这样

的人太少了。宋庆莲看到，农民普遍

缺少读书的习惯，孩子们除了课本之

外很少能接触到其他图书。

2002 年 ，随 着 家 中 盖 起 两 层 小

楼，宋庆莲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

的小书房，多年来她和丈夫积攒下来

的几百册书有了安家之所。她钟爱写

作，于 2009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圆

了自己的作家梦。

但与此同时，乡村孩子缺书可读

的 境 况 时 时 纠 缠 着 她 的 心 。 直 到

2009 年，宋庆莲偶然听说国家将普及

农家书屋。“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打动

了，农家书屋，农民身边的图书馆，多

好啊！”她立刻找到县文化局，表达了

想要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的想法。

2010 年，常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

文家店村农家书屋在宋庆莲家中挂牌

成立，县里配发的 2000 多册书加上她

自己的几百册藏书一起上架，她的家

变成了图书馆。从那时起，附近的孩

子们一有空就来借书看书，农家书屋

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而宋庆莲在忙完

了田里和家里的活计后也会在书屋边

看书边写作。有时她指点孩子们写作

文，有时给孩子们讲故事，有时给孩子

们推荐新到的图书，有时组织孩子们

做游戏……宋庆莲发现，随着阅读图

书的增多，孩子乃至家长的很多观念

和习惯都在发生改变。

有一次，一位父亲带着女儿来宋

庆莲家买蘑菇，正上初中的女孩看到

如此丰富的图书立刻一头扎进去，不

想走不说，还缠着父亲办借书卡，想借

几本书回家看。但这位父亲说：“看什

么看？你连学校的书都没看好，还要

看课外书？”硬是没答应。宋庆莲连忙

上前说，“看书不能只看课本，多看课

外书对学习也有帮助。”但这位父亲还

是带走了女儿。第二年春天，这位父

亲又来了，但这次不是来买蘑菇，而是

给女儿来借书。他对宋庆莲说，“我听

人讲，凡是经常来农家书屋看书的孩

子，学习成绩都很好。”宋庆莲笑了，

“没错没错，确实如此。”

当年第一批借书的孩子如今很多

已经大学毕业。其中一个叫文淄博的

孩子是书屋的常客，宋庆莲经常给他

辅导作文。如今，文淄博已硕士毕业。

书屋名气越来越响，读者也越来

越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出版

社和作家朋友的捐赠下，宋庆莲的农

家书屋越办越大，藏书已经超过 1 万

册，就连周边的学校、企业也慕名来借

阅。宋庆莲说：“一个书屋就是一方阵

地，一个读者就是一支队伍。我坚信，

书籍的光芒一定会照亮乡土，照亮读

者的心灵。”

农家书屋管理员宋庆莲

用书籍之光照亮乡土
本报记者 张 贺

有趣的宣讲、生动的故事、欢快的

音乐、活泼的表演……每周四下午，浙

江绍兴越城区塔山街道青藤社区作揖

坊 27 号台门内便十分热闹。从八九

岁的小学生，到 98 岁的老人，大家坐

在小板凳上，听党史、学传统、话趣事，

共同度过一个个充实而有趣的下午。

一旁，87 岁的任月美笑容满面，

“这是我家台门开展志愿活动的第十

六个年头了。”

台门是绍兴民居一种独特的建筑

形式，这种封闭独立的院落类似于北

方的四合院。任月美家，就在作揖坊

27 号台门内。

任月美是个“热心肠”，退休后，她

发现老人们“一下子就闲了下来”，“很

多都在家打瞌睡，很孤单，还逐渐与社

会脱节了”。老人的晚年生活就应该这

样孤独和无趣吗？任月美并不认同。

2005 年，她利用自家空置的台门，

正式发起成立“台门读书会”。男女老

少一围、小板凳一坐，大家一起读书读

报，了解国家大事，分享生活趣事，不

识字的居民也能参与其中，其乐融融。

为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任月

美四处奔走，请来专业老师讲述绍兴

名人故事、唱起越剧，还组织医生测血

糖、量血压……几年过去，“台门读书

会”逐渐发展为社区知名的“朋友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邻里之间相互

了解的加深，谁家有困难、哪里有难题，

都会在台门里交流。“台门读书会”又成

了邻里相互交流、团结互助的平台。

“许多老人独居在家又有病在身，

子女在外工作，我就把电话留给他们，

有什么急事直接打给我。”任月美说，

“台门是我们共同的家，需要更多爱心

与温暖。”

“16 年间，有人得到帮助，得到爱

与关怀，也有人加入到帮助别人的队

伍，在付出中得到认可与赞美……总

之，大家都收获了幸福。”青藤社区党

委书记王雅平说，新时代文明实践在

互解互谅、互帮互助中有了更多温度。

2018 年，越城区挖掘并推广“台门

读书会”的经验并统一为“台门党校”品

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又广泛

发起了“台门汇”基层理论微宣讲。

近年来，任月美和街道的工作人员

发现，居民最想了解的内容，是党的最

新理论、时事政策、传统文化；居民们最

喜欢的，是莲花落、的笃板、诗朗诵等文

艺形式。何不把两者融合起来？

“台门汇”基层理论微宣讲正是通

过“理论+文艺”的方式，广泛吸纳民

间文艺人才，通过莲花落、青年“脱口

秀”宣讲、故事会宣讲等，同步开设“台

门 ”云 讲 堂 、直 播 间 ，让 理 论 通 俗 易

懂。“理论还能这么生动有趣，这场快

板听得有意思更有意义！”“经典红色

音乐联唱触动人心，很感动！”“有宣讲

还有互动，我们年轻人也喜欢听”……

党员群众交口称赞。

“现在，越来越多的党员志愿者、

‘90后’志愿者加入我们，有针对性地开

展服务，人气越来越高。”任月美笑着

说，比如有老人接到诈骗电话，会先向

志愿者老师们请教；寒暑假的小学生开

展社会实践，我们会组织相关活动……

台门里遇到了哪些民生难题？居

民有哪些“微心愿”想实现？……如

今，越城区已经将“台门党校”延伸到

鲁迅故里台门、秋瑾故居台门等在内

的 203 个台门，大家在这里学习进步、

唠家常、谈期待，政府则积极响应，为

群众办实事，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文

艺、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援助、卫

生环保、扶贫帮困等方面有针对性地

开展服务。

任月美的身体十分硬朗，她说，

“志愿服务，让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

快乐，我会一直做下去。”

刻满岁月痕迹的老台门里，回荡

起老人爽朗的笑声。

87 岁老人任月美志愿服务 16 年

台门里头坐，服务为大家
本报记者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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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每个村都能

看上一场电影，走进农

家书屋就能看到农业科

技书籍，在自家门口就

能使用上便民文化设施

……如今，广大基层群

众的文化生活质量大幅

提升。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广大基层文化工作

者的努力和贡献。

基层文化人才队伍

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

重要基础力量。如何培

育挖掘、用好盘活基层

文化人才，是推动乡村

文化振兴必须研究解决

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各地各部

门探索因地制宜，重点

着力于基层文化人才的

挖掘培养与管理使用，

使这支队伍得以不断发

展壮大，其蕴藏的活力

被很好地激发出来，从

而更好地服务乡村文化

振兴，让广大群众在丰

富的文化生活中获得精

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

不过，目前农村基

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仍

存在一些短板。比如，

一方面，农村尤其是边

远贫困地区条件艰苦，

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待

遇较低，各方面保障与

城 市 相 比 仍 有 一 些 差

距 ，易 导 致 人 才 流 失 。

而在“培育人才”方面，

农村地区在教学资源、

数字资源等方面仍有欠缺，对于培养专业性强

的文化人才“心有余而力不足”。加强基层文

化人才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抓住关

键，不断发力。

首 先 ，必 须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规 范 投 入 机

制。要建立完善政府、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

加大对人才工作的资金投入，根据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同给予贫困地区一定的倾斜与扶

持，提升农村文化人才待遇水平，从而充分调

动和发挥各类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潜能。

其次，必须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创新激励

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保持人才

队 伍 实 干 有 为 的 关 键 环 节 ，也 是 人 才 成 长 的

“推进剂”。要通过评选、表彰等形式推动农村

文化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完善农村实用人才

职称评定和宣传、奖励办法，激励文化人才发

挥聪明才智。

再次，必须探索农村文化人才教育培训新

机制，不断提高人才能力素质。要改变农村基

层文化人才匮乏的现状，必须要重视农村本土

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对基层文化工作的

指导，培训民间文艺团体、文化大户和文艺爱

好者，不断壮大农村文化骨干队伍。

农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

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思路，多措

并举，确保基层文化人才安心在基层，踏实干

事业，成为文化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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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农家书屋管理员宋庆莲

在整理书架。 资料图片

图② ：87 岁 的 志 愿 者 任 月 美

（左一）开展志愿慰问活动。

资料图片

图③：湖南常宁塔山瑶族乡公

益电影放映队开着流动放映车前往

东江村。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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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放电影，大家吃完饭到

文化广场来哦……”太阳还西斜在田

埂 ，綦 冬 梅 就 拿 着 喇 叭 走 在 村 里 吆

喝着。

綦冬梅是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这一天，她要

去的放映点是陈庄镇中古店一村。

正值夏末，过了晌午綦冬梅就匆

匆 准 备 好 了 自 己 的 晚 餐 。 下 午 3 点

半 ，她 和 两 位 女 同 事 准 时 从 公 司 出

发，前往放映现场。将近一个小时，

中古店一村到了。塞满放映器材的

放映车把綦冬梅和放映器材放下，就

驶向下一个放映村。这时候，离放映

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綦冬梅赶忙请

村里的网格员下发晚上放电影的通

知，再沿村张贴海报，碰到村民，便发

放电影放映的宣传单，拿着喇叭在村

里走街串巷……

一切宣传工作准备就绪，綦冬梅

搬出几十斤重的家伙什儿。这里边什

么都有，大到放映机、喇叭、幕布、支

架、方凳，小到蚊香、花露水、风油精、

针子、锤子，一应俱全。綦冬梅熟练地

把高大的支架架好，把幕布架起来。

“现在有了支架方便多了，以前我们都

是把砖头系在绳子上，把绳子扔过墙

那头来支幕布。”綦冬梅说。

綦冬梅从 2008 年开始从事农村

电 影 放 映 工 作 ，至 今 已 经 13 年 。 多

年来，放映队女同志比较多，后来受

一部电影的启发，綦冬梅组织成立了

利津县女子放映队。放映队有 20 余

人，平均年龄在 40 岁上下。如今，这

支 活 跃 在 全 县 512 个 行 政 村 的 女 子

放 映 队 ，已 经 在 整 个 山 东 省 有 了

名气。

离放映时间越来越近了，綦冬梅

和她的几位女性伙伴穿上了旗袍。这

是每次放映前的固定演出，第一个节

目是旗袍走秀。这个节目结束，綦冬

梅又换了一身行头，站在广场中央打

起了快板。綦冬梅说，这些节目都是

她和同事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为的就

是吸引更多群众来看电影。果真，演

出 开 始 不 久 ，广 场 上 就 聚 集 了 30 余

人，其中老人和孩子居多，他们有的坐

在放映队带来的方凳上，有的坐在自

家的马扎上，还有的索性站着，孩子们

在人群中跑来跑去。

晚上 7 点半左右，天黑下来，电影

开始放映了，观众们沉浸在影片中，綦

冬梅终于有了会儿休息的时间，她拿

出已经凉透的晚饭吃起来。

电影放了不多会儿，蚊子开始多

起来，綦冬梅点上了蚊香，拿出了花

露水和风油精，有村民需要，她就递

上前去。放映的两个多小时里，綦冬

梅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她说是因为

腰不好。“放映队的女同志基本上腰

都不太好，因为每年放映的时节都是

4 月 底 到 10 月 中 旬 ，这 段 时 间 湿 气

大，大家每天晚上都在外面，难免腰

腿受点儿罪。”每天出勤放电影，也让

她不敢生病。“请了病假村民还怎么

看电影呀？”

放 映 结 束 了 ，村 民 们 陆 续 回 了

家。綦冬梅开始收拾放映器材，夜黑

风高，有几位老人留下来陪着她，她

说，这是让她感到特别温暖的时候。

收完器材，老人们也都散去了，綦冬梅

走到村口等放映车来接她。田埂里的

玉米长得过人高，野猫的叫声此起彼

伏，有时候一等车就是半个多小时，綦

冬梅说，这些对于女同志来说，还是挺

害怕的。

近些年来，农民的文化生活越来

越丰富，有人认为，农村已经不需要

放电影了。但綦冬梅不这么认为，她

说，一方面，农村电影放映的影片都

是有针对性的，科教片可以帮助农民

增收致富、健康生活，故事片又大多

是戏曲类、家长里短类、战争类影片，

特别适合留守老人和儿童观看。另

一方面，和城市的电影观众把到电影

院看电影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一样，在

农 村 看 电 影 也 是 农 民 联 络 感 情 的

平台。

为了把电影放映工作做得更好，

她带领放映队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性

服务工作，一是放电影，二是为村民

配 备 流 动 书 架 ，三 是 开 展 好 映 前 演

出，从而达到“1+1+1>3”的效果，把

“等群众看电影”转变为“请群众看电

影”，让农村电影放映真正提高农村

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

綦冬梅还倡导做好便民服务，在

每次放映前免费为村民理发，给村民

的孩子辅导作业，农忙时节还帮着村

民干农活。她说，干这些事儿，既是

为了感激村民们对自己工作的支持，

也是为了与村民拉近感情，让大家更

愿意来看电影。“其实农村电影放映

不困难，多用点心、多做点服务，人气

就能越来越旺。”綦冬梅说。

农村电影放映员綦冬梅

行走乡间，放映万千
本报记者 刘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