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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下午3点多，李女士来到金鸡
岭路社区，在工作人员林子婷的帮助下，
到阅览室内寻找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

“家里遇到点事，也咨询过别人，想来这里
参照一下书里的法律条文。”

“很多居民养成了摄取知识并活学活
用的思维，这说明社区阅读起了作用。”金
鸡岭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卓德雄说，社区
一直在打造“读学模式”，“读”即建立起阅
读氛围，“学”即学以致用，解决生活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

■多重布局：随处见“书”

走进金鸡岭路社区办公地点，图书无
处不在。

5 楼阅览室是图书量最大的场所，涵
盖党建、社科、法律等，品类齐全。“这里有
5600册图书可供循环阅读。”林子婷说，受
办公场地限制，许多书不能摆上书架，但
有目录方便居民查找。

除此之外，3 楼小会议室北侧摆放着
一面书架，架上多是党建类图书。“无论是
开会还是组织其他活动，参加人员随时可
以阅读，可以加深了解党建等方面相关知
识，能更好地在思想方面武装自己的大
脑。”卓德雄说。

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图书范围则更广一
些。林子婷介绍，这里既是党员活动室，
又是市民学校、道德讲堂、普法德育室等，
参与的人员更多，所以图书品类多、数量
也多。

考虑到阅读的延伸性，方便上班族
借阅，社区还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落成的
街心公园党群服务站专门设立“党建书
吧”，以 3000 册~5000 册的图书量进行循
环借阅，对外开放时间为7：00~24：00。

正在此阅读的两位外卖小哥说，之前
他们等候送餐的时候特别无聊，不是玩手
机就是聊天。“有了这个书吧后，大家都喜
欢进来坐一坐，找本书看，慢慢地就形成
阅读习惯了。”

据书吧工作人员符叶介绍，最多时，
有 10多位外卖小哥进来读书。“这里地方
不大，瞬间就挤满了。”而且，有一位住在

荔枝沟的外卖小哥，尤其喜欢历史类图
书，只要有时间就往这边跑，到送餐点了
又马上赶回去，“特别执着。”

卓德雄说，阅读首先是个人兴趣。“这
个兴趣，有的是自然喜欢，更多的要靠氛
围营造。”所以社区在这方面下足了功
夫。“可能居民会觉得社区办公地点有些

‘严肃’，我们就在几百米外的街心公园设
立了书吧，那里是人员聚集之处，方便更
多人走进书吧。这样一来，社区阅读有了

‘感染力’，逐渐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

■多重功能：一室多学

据了解，在金鸡岭路社区的阅读场所
设计上，无论是社区阅览室还是街心公园
党建书吧，都被赋予了多重功能。

“以‘学’为中心，辐射到相关方面。”
卓德雄扳着指头细数这些功能：阅览室除
提供日常读书、借阅，还是居民议事的场
所，大事小情都涉及，尤其是需要社区居
委会给出意见和建议的，大家都选择来这
里聚一聚。“也有人把阅览室当作‘托儿所
’，上班族或临时有事的居民，不放心小孩
子一个人在家，就让他们先来这里等待。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或写作业或翻翻
书，时间长了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律：放
学就来读书学习，慢慢也带动了其他孩
子。这也算是一举多得吧。”

当然，随处见书的社区居委会更是工
作人员学习党建、了解政策、知晓省市中
心工作的主阵地。社区方面对此有严格
规定，每人每周不少于 3个小时的净读时
长。“他们日常工作繁杂，每天要处理许多
事务，但必要的学习还是要保证。”卓德雄
说，作为社区工作人员，自身没有丰富的
知识储备，就无法为需求多样化的居民提
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反之会起到促进和
提升的作用。”

另外，金鸡岭路社区每个月还在 4 楼
大会议室举办一次“公益讲堂”。工作人
员吴莹介绍，讲堂向所有社区居民开放，
内容多与大家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像法
律方面的讲堂，深爱大家欢迎。

“一室多学”的功能设计，从多个维度

引导社区居民喜欢读与学，进而影响到他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

■多重目的：活学活用

“学以致用”，才是金鸡路社区探索
“读学模式”的初心所在。

卓德雄举了一个小例子。“社区租住
人口多，以前因为租房合同的事没少起纠
纷，总来找工作人员‘断案’，牵扯了太多
精力。通过阅读习惯的养成，加上公益讲
堂有针对性的法律讲解，居民和租户在租
房方面都变成行家，近半年来基本没有这
方面的投诉，社区工作人员也减轻了负
担，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前一阵子，中直、省直媒体曾对金鸡
岭路社区的环境卫生进行报道。在这个
居民居住密度很高的社区，在此方面做到
如此整洁的秘诀，除了媒体所述的网格员
巡查、APP 上报等，卓德雄认为集中学习
和“公益讲堂”也要记上一功。“我们组织
过几场垃圾分类的公益讲堂，教授大家这
方面的知识。社区在街心公园党群服务
站设有垃圾分类屋，居民听课后，主动实
践，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逐渐学会了不
同垃圾的分类投放，这就是学习效果的直
接体现。”

随着“读学”氛围的形成，居民对书本
的渴望也越来越多，社区工作人员吴莹感
觉“书越来越不够用了”。卓德雄想了一
个办法。“社区工作人员，加上网格长、网
格员，一共 15个人，在日常走访社区的时
候，也向居民‘求书’，希望大家能把不用
的图书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受益。”

在探索社区“读学模式”过程中，金鸡
岭路社区也收获颇丰，曾被三亚全民终身
学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命名为“优秀学
习型社区”；被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和海
南省财政厅命名为“科普示范社区”等。

“知识是一个人的灵魂，通过读与学，
能够提升素质和觉悟。个体强了，社区也
就强了。”卓德雄说，社区准备在适当的时
机扩容阅览室和党建书吧，让书香之气变
得更浓、飘得更远。

自 从 去 年 10 月 1 日
“党建书吧”正式开放，53
岁的陈光银就成为这里的

“钉子户”。
“书吧每天门还没开，

他就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书吧工作人员符叶说，陈
光银来得早，走得晚。“有
时候得往外‘轰’。”

陈光银在海韵度假酒
店工作，大多上夜班，所
以白天空闲时间多。“我
喜欢看书，小时候看‘小
人书’，到了初中看历史
书，现在看的杂一些，什
么都想读一读。”陈光银
说 ，他 读 书 并 没 有 太 多

“目的性”，就是单纯的喜
欢。“以前这里没有书吧，
有时到社区看，但又怕影
响人家工作，更多时候要
跑很远的路到市区大的书

店‘蹭书’。现在好了，在
家门口就能过瘾了。”

陈光银说，读书能增
加 知 识 ，“ 让 人 心 情 愉
悦。”不过，今年疫情防控
紧张那段时间，书吧对外
开 放 时 间 有 限 ，又 不 准
进 去 读 书 ，可 把 他 憋 坏
了。“我就一次性借阅了 4
本厚厚的历史书，再一次
性还回来。”

他记不清在党建书吧
看了多少书，偶尔也带着
爱人过来。书吧工作人员
符叶和许多社区居民送给
他一个绰号：读书网红。
一个居民拍着陈光银的肩
头说：“这老陈，生活可有
规律了，每天在公园打打
乒乓球，回去洗个澡就来
这里看书，是这里的红人，
我们都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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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岭路社区居委会

前身为金鸡岭农场，于 1997 年 10 月正式更名为金鸡岭路社区居委会。地处三亚市城郊结合部，东临
金鸡岭街，西至槟榔河下游华庭天下小区，南至金鸡岭大桥，北至凤凰路。辖区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社
区总人口 12143 人，4588 户；其中常住人口 3235 人，928 户，流动人口 8908 人，3660 户。

金鸡岭路社区先后荣获“省、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文明社区”“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单位”“全国第六
届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单位”“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点”“三亚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三亚市创建全国居务公开民主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

党建书吧有位“读书网红”
本报记者 王鑫

Sy让文化提升美丽三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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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岭路社区街心公园党群服务站内的“党建书吧”。

“读书网红”陈光银是党建书吧的“钉子户”。

居民正在阅览室内读书。

外卖小哥在党建书吧读书已成习惯。

党建书吧内，大人孩子在阅读。

金鸡岭路社区被评为金鸡岭路社区被评为““优秀学习型社区优秀学习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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