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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 上海

周即将开幕， 如何推进建设“书香上

海” 也成为这个夏季的热点话题。 市人

大代表陈超就全市公共图书馆发展现状

提出了代表建议， 如何进一步提升“家

门口” 的阅读空间， 日前相关职能部门

对此进行了答复。

街镇图书馆成“书香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了

“推进书香社会建设”， 提升上海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要求， 龚正市长在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明确部署了 2024 年的主

要任务———“进一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

市建设，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明确

了上海要“构建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推

进建设‘书香上海’”。

对此， 陈超表示， 要进一步做大做

强上海读书节。 这些年来， 上海市总工

会一直坚持开展该活动， 而且在市委市

府的重视支持下， 已经从职工阅读向全

民阅读转型。 但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

陈超建议进一步提升上海读书节的能

级， 整合全市全社会资源和力量， 不做

“简单拼盘”， 真正打造一个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有影响力的， 覆盖“全民全域全

年” 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

另外， 陈超提出要进一步夯实和提

升街镇公共图书馆服务水平和能力。 据

介绍， 到“十三五” 末， 上海已经基本

建成一个世界级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

这是一个由 2 个市级馆、 16 个区馆和

218 个街镇馆组成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而且从 2000 年起步经过 20 多年的持续

努力， 已经实现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图

书馆“一卡通” 服务体系。 到 2023 年

底， 全市实现“一卡通” 的阅读服务点

（空间） 已经达到 431 个。

但陈超指出， 目前， 这个体系最短

的“那块板” 是在街镇图书馆。 去年的

数据显示， 在 200 多个街镇馆中， 仍有

9.2%的街镇馆全年新增图书不超过 30

册。 2021 年全市街镇馆年购书经费平

均值是 13.18 万元， 2022 年是 10.89 万

元。 2023 年市区两级馆都在快速全面

恢复各项服务和业务数据， 但是街镇馆

恢复较慢。 陈超认为， 建设“书香上

海” 离不开数量最多的街镇图书馆， 在

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中要更加重视图书馆

的服务水平、 能力和效能问题， 只有不

断提高投入确保相应的人财物保障、 提

高专业化能力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陈超还建议逐步激活农家书屋等

“家门口” 的阅读空间。 始于 2005 年，

由出版行业主导建设的农家书屋已经覆

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 十多

年过去了， 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 不

断提升其效能问题、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

题是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陈超建议要结

合乡村振兴、 文旅融合、 文教融合、 社

会参与等多元化方式去激活农家书屋。

做大做强上海读书节

市总工会在答复中表示， 上海读书

节创办于1995年， 迄今已举办26届。 当

前，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逐步形成“市

读书办+副主任单位、区局（产业）工会、

区学习办+街道（社区 ）、基层单位（企

业）职工书屋”三级联动机制，打造了精

品书籍推荐、文化讲座培训、新媒体阅读

分享、 作品征集和主题演讲等一系列推

广全民阅读的新模式，深入机关、企业、

社区、学校、家庭，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在内的广大市民和职工群众， 为全社

会形成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

风尚发挥积极作用。

多年来， 涌现了一大批凸显时代主

题、 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 形成了全民

阅读活动的鲜活经验、 典型案例以及优

秀组织形式， 展示了“书香上海” 读书

品牌创建成果。 同时， 上海读书节积极

破圈， 探索走出一条全民阅读新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上海市

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将深化与副主

任单位的联动机制，持续提升活动能级，

统筹优质文化资源，以“阅见上海 悦读

未来”为主题，开展“3项体验服务类+3

项征集选树类”的“六个一”系列活动，为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建设习

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助力赋能。

推进公共图书馆事业提质增效

针对老百姓身边最近的阅读空

间———公共图书馆， 市文旅局已经会同

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上海市基本公共服

务实施标准 （2023 版）》， 提出全市人

均馆藏量达到 3.8 册 （件）， 年均人均

新增馆藏量不少于 0.1 册 （件）。 全市

公共图书馆每年举办讲座、 展览、 各类

读书活动不少于 1.2 万场次。 市文旅局

指导各区做好公共图书馆日常经费保障

工作， 开展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培训，

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水平。

2024年2月，本市第七轮街道（乡镇）

图书馆评估结果正式公布， 全市参评的

216个街镇图书馆中，46个被评为“示范

馆”，145个被评为“一级馆”。

下一步， 市文旅局将持续实施公共

文化惠民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做实做深

2024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打

造 100 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 全

力推进 《上海市公共图书馆条例 （暂

名）》 立法， 助力上海城市软实力提升

和“书香上海” 建设。

激发农家书屋活力

据了解， 2023 年， 市委宣传部以

“乡村振兴和上海农村高质量文化供给

调研” 为主题开展大调研， 在农家书屋

工作方面确实发现了阅读服务供需不够

平衡、 服务形式和配套保障有待提升等

问题。 在此基础上， 立足问题导向， 结

合本市乡村振兴和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 市委宣传部积极与市农

委、 市财政局、 市文旅局等单位进行了

沟通， 正在制定关于推动农家书屋工作

提质增效、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实

施意见。 目前该文件正在征求意见中，

将于近期正式印发。

下阶段， 市委宣传部将推动本市各

涉农区盘活整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资源， 进一步激活农家书屋创新活力，

提高服务能级。 如推动农家书屋点位融

合， 鼓励基层各类公共文化阵地共建共

享， 打造乡村公共文化新空间； 推动建

设一批示范性农家书屋， 在特色和品牌

打造上下功夫， 符合上海都市型乡村定

位和实际文化需求； 有效对接供需， 推

动市、 区、 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的优质

阅读资源向有条件的农家书屋倾斜， 培

育一批农家书屋的延伸服务点； 结合上

海书展、 市民文化节、 农民丰收节等，

鼓励文旅结合， 推动在各类新兴乡村消

费场景中组织开展包括乡村阅读在内的

多样性文化活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政企合作等模式， 吸引多元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和乡村阅

读工作。

 2021 年 11 月， 陈英杰当选为闵行

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在区生态环境局工

作的她， 只要忙完本职工作， 就会前往

一线听民声、 察民情、 聚民智。

“美丽家园” 改造项目是区委、 区

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的民生实事项目。 在

实际推进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细节问

题， 需要多方共同推动解决。

平阳四街坊改造项目中， 当年作为

园林小区卖点的小树苗， 随着时间推

移， 已经长成根深叶茂的粗壮大树， 给

居民带来不少烦恼， 如影响采光通风、

消防通道狭窄、 停车位置紧张等。 陈英

杰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居民的诉求， 开

展了实地调研、 逐步清点梳理出需要迁

移的大树共 67 棵。 但是建设方城投公

司虽有移树费用的预算， 却没有后期处

置方向和养护费用的安排。 本次“美丽

家园” 改造项目中的高华等部分老小

区， 也同样存在此类问题。

为了更好地推动问题解决， 由陈英

杰牵头， 古美路街道人大工委组织人大

代表组成专项监督工作小组， 全过程参

与跟踪监督“美丽家园” 改造， 并在今

年年初的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提交

了《关于在闵行区内选址， 建立“蓄树

池” 苗圃， 以便后续储备调拨、 按需移

植的建议》。 建议提出， 在“美丽家园”

项目修缮项目、 未来公园建设或者有道

路两边景观种植需求时， 区相关部门应

提前做好“问题扰民树木” 无缝衔接规

划， 在工程实施前期， 出台对应的预评

估安置实施方案。 同时， 整合评估全区

此类“问题扰民树木”， 规划建立“蓄

树池” 苗圃， 后续有计划储备调拨、 按

需移植。 重新安置的树木建议标识如

“平阳四街坊某年某月移出” 字样的标

牌， 记录树木的来源和时间， 便于后期

开展认养活动。

该建议得到了区绿容局的高度重

视， 并于今年 4 月向代表答复， 考虑到

小区绿化树木权属为全体业主所有， 需

业委会组织业主投票通过才能将树木移

出小区外的客观因素， 以及大树搬迁工

程成本远超过采购成本、 小区搬迁苗木

质量普遍较差、 公共绿化安置空间有限

等不利因素， 后续绿容局将会同区房管

局、 区级平台公司、 街镇等相关部门专

题研究， 进一步分析小区内部分扰民大

树如何通过规范合理、 具备可操作性的

工作路径逐步迁移至小区外公共绿地

（林地） 或“蓄树池” 苗圃。 通过筛选

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的小区， 有序开展

扰民树移植安置至小区外的试点工作。

陈英杰：求真为民履职责，用心用情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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