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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
缺乏有序管理，书刊使用率不高

近日，记者跟随《代表聚焦》活动组来

到平阳坑镇东源村和平阳坑村，分别走访

了解东源书院和百姓书屋的运行情况。

据了解，东源书院建于 2019 年，建筑

面积约 300 平方米，是由王氏家族书院改

建而成，投资 200 多万元，目前藏书量约

5500 册。该书院是一幢古香古色的二层

楼房，周边绿植景观错落有致。走进书院，

窗明几净，敞亮雅致，书籍整齐地摆放在原

木色书架上，现场环境幽静、阅读设施完

备，是一个增长知识、休闲小憩的好地方。

“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才会有学生过来

看看书，平时待上一整天也没见人过来。”

东源书院管理员陈彩云说，她和同事周吴

华都是村干部，书院日常管理由他们兼顾

着，由于工作日要在村里上班，事务繁杂，

很难长时间待在书院里。

东源村党总支书记吴魁胜是市人大代

表，说起家门口的书院，他十分无奈。“这么

好的书院却用不起来，真是可惜！”他说农

村阅读群体主要是孩子，村里高中以下的

青少年、儿童有200名左右，且不少是留守

儿童，如果运维有序，书院是个好去处，然

而，建好后缺乏后续管理资金，该村集体经

济又不富裕，难以支付管理费用，目前仅靠

两名村干部义务劳动。他认为，缺乏管理

经费，开放时间不固定，前来看书、借书的

人自然就少了。

缺乏资金和管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

在平阳坑村的百姓书屋。该书屋位于平阳

坑镇学校对面，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藏

书量1万多册，电子门禁、借阅设备一应俱

全，目前是由一位陪读的学生家长帮忙打

扫卫生和日常管理。

平阳坑镇学校教师张玉燕是该镇人大

代表，作为语文教师，她对百姓书屋的运行

情况十分关注。她说，这个书屋有很多适

合学生的读物，地点就在学校正对面，如果

能有效利用，对孩子来说是个很好的资

源。然而，日常开门时间不固定，也没有开

展阅读相关的活动，除了中午有几个学生

外，平时基本没人。

在走访过程中，《代表聚焦》活动组的

市人大代表认为，设立在农村的书屋、阅读

室硬件设施普遍完善，但后续管理跟不上，

导致了资源浪费，比如书籍配备不够接地

气、开放时间太随意、经费缺乏导致管理制

度缺失。

代表声音
充分利用资源，引导儿童有效阅读

市人大代表余锋付认为，大部分人缺

乏终身学习的理念，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

务工，留守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再则农

村书屋的书本对他们日常生活、工作没有

实质性的帮助。为此，少年儿童应该是农

村书屋最大的阅读群体，尤其是“双减”政

策实施后，少年儿童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

对于留守儿童，如果未能引导他们有效阅

读，大多数时间就会用在电视、游戏上。此

外，还要利用“互联网+”模式，丰富阅读内

容和方式，吸引更多阅读参与者，真正打通

全民阅读最后一里路。

三分建、七分管。《代表聚焦》活动组认

为，政府部门应以补助或引导民间慈善资

金捐助等方式，让农村书屋等阅读阵地有

稳定的后续管理资金，聘请专兼职管理人

员，完善管理制度，根据阅读群体的时间，

科学安排开放时间。对寒暑假阅读高峰

期，可以聘请志愿者参与管理，尤其是返乡

大学生，让他们在农村书屋开展志愿实践

活动，不仅可带动全民阅读，还可以让他们

辅导中小学生的课业，吸引留守儿童、新居

民子女到百姓书屋，解决这类孩子寒暑假

的管理难题。同时，书屋可以评选出优秀

志愿者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

“农村书屋的阅读主体是青少年、儿

童，应该根据读者群体的阅读喜好，在书刊

配置增加适合的阅读书目，让农村书屋成

为农村儿童的‘文化粮仓’。”余锋付说，在

规范书屋管理的前提下，设置有奖阅读基

金，开展阅读之星评选活动，激励更多孩子

参与阅读；利用当地学校教师资源，举办阅

读心得座谈会，开展主题阅读、读书札记、

读后感等有奖征文比赛，引导学生阅读。

“举办各类活动，让大家觉得书屋是个

有趣有意义的地方。”市人大代表凌传栋

说，农村阅读阵地要有接地气的活动，把专

家请到百姓书屋里来，可以给学生讲阅读

与写作，给农民科普农业技能，给老人讲养

生知识等。

代表问政
以制度强化管理，用活动凝聚人气

针对书屋管理不到位、书刊使用率不

高等问题，《代表聚焦》活动组来到平阳坑

镇政府，听一听他们的说法。

“以制度强化管理、以活动凝聚人气，

让农村书屋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阵地。”该

镇副镇长张钰说，这几年受疫情管控措施

影响，农村书屋经常处于关闭状态，常态化

活动也只能暂停，再加上缺乏运营资金，日

常管理不够到位。下一步，该镇将设立专

项补助资金，完善管理制度，搭建活动平

台，定期组织开展读书分享会、诵读比赛、

有奖阅读、亲子阅读、讲座培训等活动，让

书屋成为村民的“精神加油站”。

对此，《代表聚焦》活动组建议，安排

专人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并以书屋图书

流动率、借阅率、阅读周期等为依据，定期

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管理人员进行奖

惩；建立定期更换图书的长效机制，敦促

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图书的供应与更新工

作，让农村留守儿童常有新书看、常有新

书借。

据了解，在“双减”政策、儿童友好城市

创建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留守

儿童，解决“双减”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问题；如何更好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丰富留

守儿童的文化生活，也是平阳坑镇人大代

表重点关注的民生实事。该镇人大主席团

今年第一期“代表读书会”的主题正是“关

注留守儿童、激活百姓书屋、助推乡村教

育”，今后，将会监督镇政府管理好“百姓书

屋”“留守儿童之家”等载体，利用现有阅读

资源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阅读权益，弥

补家庭教育不足，切实做到关心关爱留守

儿童的教育工作。

硬件设施“高大上”，后续管理难跟上

市人大代表：让书屋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粮仓”
■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王晶晶

当下，我市正在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对留守儿童众多的农村来说，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文化生活对他们的成长十分重要。打造一个高品质的阅读

阵地，可以引导留守儿童群体更好参与阅读，保障他们的阅读权益,丰富文化

生活，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

近年来，我市不断强化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构筑全民阅读环境，不少

村里建起了书屋、图书室等阅读阵地，方便村民在家门口“充电”。然而，市

人大代表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农村书屋等阅读阵地硬件设施良好，但部分场

所后续管理难以跟上，缺乏规范管理，开放时间不确定，导致不少崭新的图

书在书架上“沉睡”。

对此，市人大代表发问，书屋、书院作为阅读阵地，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

是难得的资源和平台，在实际运行中为何成了“闲置资源”？

代表聚焦
RUI BAO

【活力塘下】

本报讯（记者 吴戌慧 通讯员 池飞翔）日

前，塘下镇召开垃圾分类劝导员培训会，提高

辖区垃圾分类劝导员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进

一步提升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水平。共16名劝

导员参加此次培训。

会上，市垃圾分类宣讲师通过图文结合的

形式，生动地介绍了各大城市垃圾分类取得的

显著成效，并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垃

圾分类专业知识等。同时，该镇垃圾分类办工

作人员仔细说明了劝导员工作职责，明确劝导

员管理考核机制，并要求劝导员各司其职，守

好点位，全身心投入垃圾分类劝导工作中，当

好垃圾分类宣传员、监督员，有效引导、规劝居

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

培训会后，各垃圾分类劝导员还前往辖区

垃圾分类小区，实地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下一步，塘下镇将多方协调联动，形成合

力，进一步做好辖区垃圾分类小区“一周一检

查”工作，并做好垃圾分类执法工作，提升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实效，同时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形成全民参与、全民

分类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吴戌慧）时下正值早稻育秧

关键期，连日来，在塘下乡间田野随处可见农

民忙碌的身影，种粮户们抢抓农时育秧培苗，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以赴抓好春耕

生产。

水稻想种好，关键看育秧。3 月 30 日，位

于鲍五村的瑞安市全程粮食农机专业合作社

机器声轰轰响，负责人刘光明正忙而有序地

指挥开展育秧工作。放盘、铺土、播种、覆土

⋯⋯育苗作业一气呵成，完成一块秧盘只需

几秒钟。随后，育苗工人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地搬运秧盘，插播幼苗，呈现出一派“春忙”景

象。“现在一台育苗机每小时能育苗600盘，待

两三天后再把苗盘搬进大棚，给予它们充足

的温度，并及时补充营养。”刘光明说，这几天

天气转好，最高气温达到20多摄氏度，正是育

秧的好时候。

在一旁的温室大棚里，记者看到一排排

幼苗整齐列队，长势良好，大部分都已经冒出

嫩芽，预计20天左右就可以移栽。

作为塘下镇种粮大户之一，今年，刘光明计

划播种约440亩的早稻。为做好春耕工作，刘

光明还计划使用无人机进行播种。“采用无人机

代替人工，更快速便利，还大大节省了人力。我

也来感受一下无人机的魅力。”他说，计划使用

的无人机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续航时间长，能连

续作业长达1小时。

据悉，为打好今年的粮食丰产丰收基础，

塘下镇早谋划、早准备，精心组织春耕备耕工

作，组织召开春耕备耕培训部署会，对区域内

的种植户们进行政策宣传和种植培训，确保

春耕春种工作顺利开展。

人勤春来早！

塘下镇按下春耕备耕“农忙键”

塘下镇召开垃圾分类劝导员培训会

这是塘下镇运用“工业企业安全在

线”平台功能，倒逼企业跟进隐患整改取

得的显著成效。据介绍，该平台是浙江

省应急管理厅贯彻数字化改革要求，面

向工矿企业开发上线的安全生产综合集

成应用。它包含风险识别、风险研判、监

测预警等多个功能模块，有助于促进安

全工作关口前移、安全风险靶向监管、隐

患治理精密智控。

塘下镇工业企业基数大，基层安全

监管内容多、难度大。“由于部分企业安

全主体责任意识不够强，隐患自查流于

形式，自查不到位或整改不到位的情况

时有发生。”塘下镇应急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尤其是企业各类台账资料等

纸质材料繁多，工作人员需要到企业现

场逐一翻阅台账资料进行检查，工作量

非常大。

现在，企业自查隐患拍照上传至平

台后，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即可精准监管，

不仅方便快捷，还有利于随时掌握企业

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与之前查阅台账

相比，通过平台直接监管大大节约了工

作人员的时间。

“隐患排查是企业安全生产重中之

重的工作。”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

台不仅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也有利

于提高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效率，保障基

层精准掌握辖区企业安全风险。

“原先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我们需要

到每一家企业一一巡查登记，若发现安

全隐患，立即开具《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整

改通知书》，要求企业主限期整改，但纸

张文书难免出现遗失的情况。”工作人员

介绍，部分企业主收到整改单就随手一

放，导致整改单丢失，最终错过整改时

效；由于安全隐患种类杂、数量多，企业

在后续整改时仍存在不到位情况。

一旦应用该平台，工作人员进行现

场检查时，通过手机 App 登陆平台，对

照每条检查项对企业进行检查，并将对

应的隐患点拍照上传至平台；企业主则

可在平台收到具体隐患信息，保证隐患

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精准整改，上传整改

后照片；工作人员对隐患整改后的情况

进行验收，落实闭环管理。

据悉，塘下镇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领

域数字化改革工作要求，组织镇应急管

理中心、村级安互联以及各企业积极参

与，并采取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实地使

用等措施，扎实开展“工业企业安全在

线”平台推广使用工作，推动辖区工业企

业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目前，全

镇已有 3732 家工业企业注册账户并填

报数据，填报各类隐患问题 4500 余条，

完成隐患整改4300余条。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

“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在全镇范围内

的应用，帮助企业平台操作人员做好信

息录入，并做好服务工作，及时询问企业

操作中碰到的难题，解决企业使用难、询

问难、反馈难的问题，确保企业能熟练使

用该平台的各个应用场景功能模块。

“数智”帮手助力整改安全生产隐患

塘下3732家企业
应用“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

指导企业负责人使用指导企业负责人使用““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台平台

■记者 吴戌慧

3月30日14时，瑞安市恒旭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通过“浙里办”App登陆“工业企业安全在线”平

台，上传企业自查隐患图片；15 时，该企业负责人完成隐患整改后，再次登陆平台，上传隐患整改后图片

⋯⋯从企业自查隐患到隐患整改完成，仅用一小时，安全隐患整改效率大大提升。

人大代表走访东源书院人大代表走访东源书院 东源书院外观东源书院外观

工人摆放秧盘工人摆放秧盘

我身边的数字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