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泉镇观音村观音岩驿站的“耕读

人家”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籍，分类明确，整齐有序。

书籍内容涉及农业实用技术、农

村致富经验、法律、文学艺术、健康养

生等，也有孩子们喜欢的绘本、漫画、

文学名著，满足各个年龄段村民的阅

读需求。

“我们这里的书除了有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外，还有许多侧重于

种植、养殖、加工等农业科技生产方面

的技术书籍，能满足乡村科技能手、种

养殖大户等读者群体的需求。”观音岩

驿站“耕读人家”负责人刘吕说。

农家书屋为村民提供了阅读和学

习的平台，是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

除了要建好“屋”，更要选好“书”。

在书刊选择上，我区以“农民喜爱”

为准绳，探索构建起品类丰富、贴合群

众的农家书屋内容供给体系，将图书馆

和书店借、售热门书籍作为选配书目重

要参考，在书屋设置“读者意见建议

簿”，由村民“点单”喜欢的书籍，让村民

成为选书主体，并确保为每个“耕读人

家”配备书目300余种。

随着手机、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

“无纸化”阅读方式渐渐“飞入寻常百姓

家”。我区在“耕读人家”增加数字化阅

读产品和音乐、电影等多媒体服务供

给，大力推广“书香重庆”“学习强国”平

台，引入海量化、多样化数字资源，建设

互联网有声图书馆，汇聚上万册精品图

书供村民扫码收听。

大观镇大观原点“耕读人家”链接

重庆图书馆，开创乡村图书室，成为重

庆图书馆大观原点分馆，该馆建筑面积

约 2800平方米，设有阅览室、电子阅览

区及多功能影音区，藏书 4000余册，全

部向读者免费开放。

我区还利用定期全民阅读活动和

“流动的南小图”志愿服务，推动出版物

在各农家书屋和“耕读人家”每季度流

转，让“一本书一村看”变成“一本书全

镇看”，提高图书的利用率。

提升书籍的“质” 让“耕读人家”贴合群众期盼

活“耕读人家”“小引擎”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有没有关于如何治虫的书啊？”

“今天下雨做不到活，我来看看书。”近
日，大有镇石良村轿子山农旅产业示范
园的“耕读人家”里，几位村民正在书架

旁翻找书籍。每天忙完农活儿，这里都
会成为农民群众的聚集地，讨论有关农
事方面的问题。

农家书屋是村民的“黄金屋”，近年

来，我区深化农家书屋改革创新，延伸农
家书屋的服务触角，探索打造“耕读人
家”，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在南平镇懒懒山谷自然农场一隅，

有一间面向村民开放的“书房”，这间

“书房”名叫“耕读人家”。

为什么叫耕读人家？“耕”即指耕

地、耕作，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内

容；“读”指的便是读书、学习。目的就

是让大家在从事农业劳动间隙，不忘

读书学习。

书屋里，村民张成敏正在翻阅与玉

米种植相关的书籍。“抽时间到农家书

屋看看书、补充技术知识，很好。”张成

敏说，以前大家闲了就是打打牌、聊聊

天，现在书屋就在家门口，不仅培养了

读书习惯，还能学到实用的知识，这里

有很多和农业技术有关的书籍，如今偶

尔遇到种养殖方面的问题就会到书屋

来看一看，寻找解决办法。

“现在只要有空闲，乡亲们都会来

这里看书学习，补充知识的营养，为大

脑‘充电’。书屋的书籍种类很多，村民

们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可以用到种植、养

殖中去。”懒懒山谷“耕读人家”农家书

屋负责人聂宏介绍。

像懒懒山谷这样的“耕读人家”我

区有40个。

据了解，我区按照“人在哪里，书

屋就设在哪里”的原则，在民宿、农家

乐、文化中心户、中小学校、养老中

心、电商服务点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等农民居住密集、活动集中的地方打

造“耕读人家”，将书屋的“门”设在群

众经常去、乐意去的地方，创新打造

“耕读人家”。

同时建立“耕读人家”户连网特色

小家，由原阵地负责人为家长，本地教

师、大学生、新乡贤、文明户、退休人

员、热心读者等文明实践志愿者作为

家人，负责日常管理、活动组织，让书

屋的“门”开在群众有空闲、想阅读的

时候。

打开书屋的“门” 把“耕读人家”建在群众身边

农家书屋是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农

村的重要平台，我区拓展“耕读人家”阅

读活动组织形式，增添全民阅读的新

味、农味、趣味，让“耕读人家”潜移默化

融入群众生活。

通过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打造“阅

读＋假期校外课堂”，在寒暑假开设传

统文化、书画、棋艺、朗诵等“课外兴趣

班”，根据农村地域和文化特点，深入挖

掘石溪镇盐井梯田耕读文化、冷水关镇

楹联文化、大有镇山歌文化、乾丰镇采

茶文化等，因地制宜开展“梯田夜话”

“石牛播报”“茶香润农”等“土味”阅读

活动。

“耕读人家”不只是书屋，还是农民群

众学文化、长技能、强本领的“黄金屋”。

在石溪镇盐井村，村里的溪美手工

工作室“耕读人家”时常成为村民集会

的地方，“百姓名嘴”刘建红不时在这里

组织村民和游客开展读书活动、理论宣

讲，从党史知识、时事政治，再到民法

典、农技知识，用乡音乡语传递党的声

音、回应群众关切。

“当农闲时，村民到这里读书看报，

看专题技术讲座视频；农忙时，这里更

成了村民学习农业知识、传播先进文化

的‘小讲堂’，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

技术、学本领、长知识。”刘建红说。

据了解，我区整合文明实践理论宣

讲志愿者打造“金大嫂”“好声音”等21支
理论宣讲队伍，在开展“百本好书送你读”

“好书分享会”等全民阅读活动基础上，在

“耕读人家”广泛开展理论政策微宣讲，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同时，整合农技专家、致富能人等队

伍，开设周末“技术大讲堂”，以“理论＋

实操”的授课模式，指导农户解决生产技

术难题，助力知识型、技能型农民培育。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全民

阅读不仅让我区农民群众在“家门口”

获得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致富

信心，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为乡村振兴

赋能。

增添阅读的“味” 将“耕读人家”融入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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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溪镇盐井村村民在翻阅农技书籍。 记者 陈钰垚 摄

大观原点“耕读人家”开展读书活动。 区委宣传部供图

盐井村“耕读人家”成为为村民宣传政策的好地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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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关镇村民在农家书屋看书阅读。 资料图片

懒懒山谷“耕读人家”开展读书活动。
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