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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27 个“世界读书

日”。

从课堂上的琅琅读书声，到有

声图书馆里的奇幻书旅；从农家书

屋的读书分享座谈会，到淮安书房

24小时不熄的灯光；从“不求甚解”

到从书里寻找诗和远方……阅读，

正在改变你我；书香，已浸润淮安。

近年来，我市聚力打造“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书香淮安品

牌，市委市政府把书香淮安建设作

为塑造城市气质、提升人文品质、

彰显内涵特质的重要工程，完善机

制体制，高位推进落实，专题研究

书香淮安建设工作，审议出台《关

于加快书香淮安建设的实施意见》

《书香淮安建设工作考评办法》等

文件，加快建设书香淮安。随着全

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书香飘

向淮安四面八方。从城市到乡村、

从校园到家庭，全民阅读理念深入

人心，书香淮安方兴未艾。

淮安书房——
点亮心灵的诗和远方

2021年12月25日9：30，随着
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一列写有“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淮安书房”等
醒目大字、通体蓝色的有轨电车缓
缓驶出现代有轨电车1号线体育馆
站。该列有轨电车的驶出，标志着
淮安书房喜马拉雅流动有声图书馆
开馆，这也是江苏首家流动有声图
书馆。该图书馆以有轨电车为载
体，市民乘车时，用手机扫描车厢内
的专用二维码，选好书籍，戴上耳
机，即可免费听书。

此外，公园里的金湖城东湿地
公园书房、商业综合体中的盱眙凤
凰广场书房、景区旁的吴承恩故居
书房、老旧小区中的洪门社区书房、
乡村里的碾石书屋……各式各样的
书房散布在我市城乡各个角落，散
发出淡淡书香，已然成为城市文化
新地标。

●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10+N座美观大方、
功能多样的淮安书房已于去年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现已成为深受市
民喜爱的最美文化空间。

我市制定《淮安书房视觉设计
规范手册》《淮安书房建设运行服务
规范》，推进淮安书房建设标准化、
规范化。在功能定位上，我市将每
座淮安书房打造成为图书借阅购
买、讲座沙龙、咖啡茶饮等多功能齐
聚、多业态融合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在作用发挥上，将其打造成为公共
图书馆分馆，实现图书通借通还。
同时，我市将淮安书房作为公共图
书馆分馆和属地街道社区、社会阅
读组织活动的主阵地，并以阅读活
动为抓手，充分发挥其功能，切实提
升城市人文素养。10+N座淮安书
房自2021年底建成运营以来，已举
办各类阅读活动逾百场，累计接待
市民近13万人次。

在淮安区淮城街道恩来社
区，面积达150平方米的农家
书屋每天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
阅读。书屋采用无人监管的模
式，分为学习恩来、成人、儿童
三个阅读区域，有各类图书
5000册。书屋门口设置了一
台自助借还机，居民可以通过
身份证、图书卡、微信等方式
自助借还书籍，孩子们可以使
用自助阅读一体机在线阅读书
籍。农家书屋和市图书馆已实
现互联互通，居民可以直接感
受“智慧社区”建设带来的便
捷。

金湖县黎城街道徐梁村
农家书屋制定了书刊租赁、
书屋管理、图书借阅等管理
制度，夏、秋两季农忙之
时，每周向村民开放6天，并
为村民统一发放借书证、办理

“一卡通”借阅证，实现本地区
通借通还……目前，面积110
平方米的徐梁村农家书屋藏书
逾1万册，还有音像制品300
余件，成为江苏省第一批五星
级示范农家书屋。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
重要阵地，是书香淮安建设的
重要一环。我市突出资源整
合，持续推进县镇村图书资源
一体化建设，统一编目、统一
配送，实现通借通还、有效流
转。农家书屋的建成，切实增
强了农民文化自信、保障了农
民基本文化权益、完善了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在巩固农村思想文
化阵地、推动精准扶贫和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市聚力擦亮“周恩来读
书节”活动品牌，连续12年成
功举办“周恩来读书节”系列
活动。日前，2022淮安周恩
来读书节拉开大幕。淮安周
恩来读书节已成为省内比较
有影响的品牌阅读推广项目，
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全民
阅读先进典型、优秀农家书屋
管理员及“书香企业”“书香机
关”“书香校园”“书香家庭”
等。

除市级层面外，各县区镇
街均根据各自特色打造本地
读书活动品牌。淮阴区创新
打造“七发”读书品牌，创排歌
舞《我的刘老庄》，组织“六塘
诗社”“红色诗花”等诗词协会
创作超百首主题诗词作品，开
展家庭阅读、亲子阅读、校园
阅读等线上线下系列读书活
动610余场次。洪泽区将阅
读融入文艺巡演、送书下乡等
活动，为农家书屋带“火”人
气，全年共开展主题阅读活动
300余场。清江浦区盐河街
道开展党员读书会活动，让农
家书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传达党和政府声音的重要
阵地。

●开展以党群干群为阅
读主体的农家书屋千场阅读
活动、以农村少年儿童为阅
读主体的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活动，以及“知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红色主题阅读
活动；结合农民读书节，开
展“亲子阅读故事会”和

“穿越旧时光，感悟新成长”
亲子阅读分享活动；打造农
村少年儿童第二课堂、假期
乐园；实施“文化下乡”读
书工程，邀请农业、卫生、
水利部门专家走进农家书屋
开展指导服务……每周、每
月、每个节假日，在我市城
区、镇街开展的各种类别与
主题的阅读活动丰富多彩。
2021年，我市交出一份优异
的书香惠民答卷，得到群众
广泛认可。

我市坚持聚焦主题，在
活动组织上用情用力。擦亮
活动品牌，聚力打造读书节
品牌——“周恩来读书节”。
开辟基层通道，创新开展阅
读结对帮扶进基层活动，153
家市级单位赴城乡结对村居
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600
余次，打通基层全民阅读

“最后一公里”。聚焦队伍建
设，大力推进阅读社会组织
与推广人培育工程，打造一
支训练有素的书香淮安建设
生力军，汇聚起砥砺前行的
磅礴力量。

2021年 12月，淮阴师范学院
第一附属小学一（16）班开展以“阅
读点亮智慧 书香润泽心灵”为主
题的实践活动，孩子们来到市少儿
图书馆，开启一场充满书香和童趣
的探索之旅。在管理员的带领下，
孩子们有序参观了少儿借阅室、数
字体验区、报刊室等，了解图书的分
类、借阅规则等。活动最后，孩子们
拿出淮安市阅读地图体验护照盖上
章。

作为红色阅读打卡地，新四军
刘老庄连纪念园一直是热门目的
地。该园积极做好打卡准备工作，
制作印章、登记本及标识牌，对接待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优质服务迎
接孩子和家长们的到来，通过阅读
打卡的方式，倡导“阅读习惯从小养
成，红色教育从小抓起”，激发同学
们爱家乡、爱阅读的热情，以小手牵
大手，共建书香淮安。2021年，该
园共接待持有阅读地图体验护照的
学生近2万人次。

●淮安市阅读地图体验护照在
2021年周恩来读书节上首次揭开面
纱，覆盖全市 22 万名中小学生的
阅读地图体验护照打卡项目，旨在
组织广大学生在“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打卡体验中，深入推进全
民阅读，共建书香淮安。阅读地图
共收录全市 37 家阅读体验场馆，
同学们凭“护照”即可前往各家图
书馆及实体书店、城市书房等阅读
书籍，并通过研学的方式，走进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及文博场馆，用脚
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在家长的陪同下，清江浦区、
淮阴区、淮安区及淮安生态文旅区
的小学生及幼儿持阅读体验护照即
可以打卡形式到周恩来纪念馆、市
图书馆、中国漕运博物馆等 37 家
场馆开展阅读、研学等活动。2021
年，我市近百万人次参与该项活
动，社会反响热烈。

2022年，我市将进一步扩大阅
读打卡活动范围，将全市各县区小
学、幼儿园纳入其中，由现有的
37 个点位增加到 64 个点位，覆盖
人数由现有的22万增加至49万。

A
● 2021 年，全

市共打造10+N座高
品质淮安书房，举办
各类阅读活动逾百
场，累计接待市民
近13万人次。

B 农家书屋——
充实百姓的“精神粮仓”

●我市现有
农家书屋 1413
个，已建成五星
级农家书屋 13
个。

C
●2021年，全市组织

开展重点主题阅读、品牌
阅读等14大类阅读推广

活动 7300 余场，参
与人次约200万，
覆盖约 48%的常
住人口。

阅读活动——
润物无声的绵绵春雨 D “护照”打卡——

播撒渴望阅读的种子

●2021年，我市热门场馆阅读打
卡数分别为：清江浦记忆馆、淮安戏曲
博物馆、淮安名人馆、陈潘二公祠
98577人次，市清晏园93522人次，

周恩来纪念馆43500人次，吴
承恩故居33521人次，市少儿
图书馆32156人次，清江浦书
房、市新华书店3029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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