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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结合“四史”学习教育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依托农家书屋广泛开展以“永远跟党走 书香伴小康”为主题的

“新时代新乡村阅读活动”，通过“读、学、观、听、讲、演、

展”等多种形式，将农家书屋打造成党史学习的实境课堂，着力

讲好百年大党故事、脱贫攻坚和迈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故事特别是

新时代的故事。现撷取部分地区农家书屋开展党史主题阅读的经

验做法，供大家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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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专刊】 

 

农家书屋打造党史学习教育实境课堂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依托农家书屋平台积极打造红色阅

读专区，街道 9 家农家书屋、15 个图书室、22 个图书角等阅读

空间成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前

沿阵地”；丹桂社区还组建“红色印记宣讲团”，专注于宣讲丹桂

红色历史，将“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与建党 100 周年有机结合，

相继开展了“革命后代说党史”“红色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浦

口区星甸街道多个农家书屋组织党员群众开展“知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读红色故事 学百年党史”主题学习，利用农家书屋打

造“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通过党史实景教学、老少结对学

习、童言讲述党史等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激发大家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的情怀，凝聚干群力量、争做先锋模范。栖霞区西岗街道

桦墅村在桦墅凤凰农家书屋设置党建阅览区，专题摆放党建类书

籍。在这里，村内老党员戴维芳、窦朝兰和青年志愿者们通过讲

述自己的入党经历等，勉励年轻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

斗。青年党员韦宇等也积极分享自己的入党故事，表示将筑牢信

仰之基，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六合区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时组织党员群众在农家

书屋开展“农家书屋学党史 书香向党伴我行”主题阅读会。党

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到基层一

线，为群众多服务、谋福祉。高淳区阳江镇通过邀请南京市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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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团成员前来作宣讲报告、邀请老党员老战士开设“庭院课堂”、

集中观看红色电影等，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根乡村。溧水区永阳

街道宝塔路社区“90”后小伙魏洋结合新四军史，注重挖掘本地

红色资源，讲述新四军先遣支队东进溧水、新桥会师等抗战故事，

让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变成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魏洋说，

“作为一名溧水人，宣传家乡、推介家乡，义不容辞。对于个人

而言，这也是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惠丰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依托农家书屋学习阵地，结合主题党日活动开设“先锋课堂”，

为青年干部精心定制党史系列课程；开设“老兵课堂”，邀请抗

战老兵、退役军人开展“先进事迹”系列宣讲，回忆峥嵘岁月、

感悟初心使命。滨湖区胡埭镇依托尚书阁及社区工作站等 11 个

农家书屋载体，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党史学习创新形式，在红色革

命档案馆里听、到田间地头讲；立人社区里，退休老党员朱金华

提着亲手制作的莲花灯，为学生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奋斗史，

透过莲花学生们仿佛看到八角楼里的那盏长明灯；胡埭镇还整合

“初心·传承”有声党建步道、状元古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蔡巷党建公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绘制党史学习教育“游览线”，

录制革命烈士与知名人物事迹的音视频，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设

“每周一书”“党史百年天天读”等栏目，推出“书香胡埭”党

史书展与知识问答，让“红色阅读风”在这片土地上持续鲜活。

宜兴市新建镇农家书屋举办红色文艺宣讲活动，用原创快板说唱

节目让主题理论宣讲更接地气；在该镇路庄村农家书屋“百年礼



 

─ 4 ─ 

赞‘新’向党 童心童笔绘初心”活动上，村里的小学生们用手

中的画笔绘出了“童心向党”的真情祝福。江阴市利港街道各村

（社区）在农家书屋广泛开展红色阅读、亲子共读、红色观影等

活动，品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重温红色历程、树立红色

理想；该街道的江市村、利港村、黄丹村、北郭庄村等纷纷开展

“学党史 诵经典”主题读书活动，党员干部分享读史心得、畅

谈学习感悟，从党史学习中汲取精神力量；在芦埠港社区农家书

屋，社区副书记朱春燕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一直保持

入党初心，时刻不忘服务群众的宗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

群众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充分利用农家书屋、村史馆、文化礼

堂等学习阵地，深入挖掘老器具、老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编排、

表演党史学习教育文艺作品，各村每周五播放红色电影，打造群

众“家门口”的党史讲堂；“我们这代人，见证祖国发展，也经

历人生起伏，我们始终心向党、爱祖国。因为党始终关心着我们，

为我们解难题、谋幸福。”王林村农家书屋里，村民们聚精会神

地听着退休老校长张玉金用“方言土话”细说党的好政策，回顾

家乡发生的巨大变迁。贾汪区潘安湖街道成立 9 支乡村阅读志愿

服务队，组织开展“学党史 享阅读”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党史

学习教育全覆盖；马庄村专门打造党建长廊，组织老党员们在党

建长廊进行阅读分享；紫庄镇依托全镇 17 个村（社区）的农家

书屋，开展“同读红色经典 培育家国情怀”阅读分享会，引导

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小手拉大手”，一起阅读红色经典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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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书写阅读感悟和体会。丰县中阳里街道 17 个社区纷纷开展

“我是党员的这些年”移动课堂宣讲活动，请老党员用质朴的语

言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初心故事，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学党史、

忆乡情、颂党恩。新沂市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全覆盖的平台优势，

在全市开展“农家书屋+红色诵读”“农家书屋+党史知识竞赛”

“农家书屋+书画颂党”“农家书屋+公益活动”等，把党史学习

教育和为民服务深度融合，开展阅读活动 200 余场、覆盖党员群

众 8000 余人。邳州市以农家书屋为载体，组织开展第三届大运

河红色经典诵读大赛 25 场、吸引近 8000 人参加，并录制了 20

集本土英雄楷模的事迹音频，在各镇（区、街道）、村（社区）

农家书屋开展“‘悦’读阅‘红’村村听”活动；针对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该市还在农家书屋组织开展“守望之声”红色经典阅

读公益讲座 50 场，为孩子们讲述小萝卜头、王杰等的英雄故事，

有近 2000 名孩子参与。 

常州市：溧阳市别桥镇各村纷纷组织“草根明星宣讲员”，

先后开展“红读征文活动”“红色读书分享会”“原乡故事会”等

活动；塘马村农家书屋积极发动志愿者，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宣讲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英勇抗击日寇的战斗故事；南渡镇庆丰村、旧

县村等也通过开展红色电影展播、“树荫下的故事会”，组织青年

村干部录制微党课视频等多种方式，分享体会共产党员不怕牺牲、

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金坛区儒林镇 36 名年轻干部自发成立“青

年学习社”，将“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内容制作成录音，

每天固定时间利用广播站系统进行播报；儒林村党总支书记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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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则在农家书屋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赠书活动

中，带领全村党员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金城镇、直溪镇、朱

林镇等地农家书屋组织开展“走进书屋 学习党史”党员领学、

“巾帼颂党恩”红色经典诗文诵读、“阅读红色书籍 弘扬民族精

神”主题阅读活动；西城街道河滨社区农家书屋还举办了“方寸

见证党史 邮映百年辉煌”活动，专门邀请抗美援朝老兵于金保

讲述邮票背后的党史故事。武进区湖塘镇依托 2 家秋白书苑、9

个“湖塘秋白书苑·阅读点”、45 个社区农家书屋，通过增设党

建图书专柜、主题角，开展“读红色经典 传红船精神”阅读实

践、“童心向党 画里有话”手绘漫画、“说党史、‘武’爱朗诵”

公益实训等系列活动，掀起党史学习新热潮；牛塘镇竹园社区农

家书屋与牛塘税务分局党支部、建行牛塘支行党支部等结对共建,

开设了党史阅读课堂。新北区奔牛镇积极发动辖区内农家书屋，

组织开展“常州三杰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题四史学习活动 20 余

场，着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孟河镇还组织编写《孟河红色记

忆》，以生动形象的口述史形式，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了近百年

来孟河地区的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遗存，并在各村农家书

屋中推广阅读。 

苏州市：于 5 月 31 日在常熟市海虞镇举行第十一届苏州农

民读书节启动活动，读书节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

线，以农家书屋为主阵地，突出党史学习教育，期间举办“耕读

诵经典 红心筑党魂”“百年风华 红色传承”双百进基层等重点

阅读活动。常熟市常福街道光明村在农家书屋开展“亲历者·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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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邀请老党员、革命老兵为青少年和村民们分享红色故事、

阅读红色书籍，同时将党史学习课堂、村民议事课堂“双堂融合”，

把学习党史同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结合起来，使党史学习教育更具

感染性和亲和力。相城区黄埭镇结合地域特点，组织村民创作红

色题材文艺作品，并开设了红色水上课堂。太仓市浮桥镇牌楼社

区党委下设支部 10 个、有党员 422 人，是太仓全市党员人数最

多的基层党组织，社区于“七一”前夕在书屋里举办了红色老物

件展览，同时推选出 10 名老党员代表并为每人录制一段视频在

书屋里播放，让村民从老党员身上感知精神的力量。昆山市在农

家书屋广泛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献礼百年华诞”“红色心情向

党说”等阅读推广活动，由阅读服务志愿者和党员干部向孩子们

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同时一起朗诵爱党诗词、绘制党建

主题海报，在孩子们幼嫩的心灵里播撒下红色的种子；青阳社区、

震川社区则依托农家书屋，通过组织辖区老党员诵读报刊主题文

章、开展“芳华献礼建党 100 周年”征文活动等，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入脑入心；千灯镇开展“爱诗歌送家乡”青少年朗诵线上评

选，吸引中小学生广泛参与。张家港市杨舍镇蒋桥村将党史学习

教育和农家书屋阅读活动有效结合，坚持每季度组织党员开展阅

读活动，同时积极打造红色有声阅读平台，让农家书屋成为乡村

振兴新亮点、党史学习好去处。 

南通市：海安市开展赠送党史书籍、巡展党史图片、诵读党

史文章、演绎党史故事等系列乡村阅读活动，着力打造“车篓里

的书屋”乡村文化阅读品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党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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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餐”。如皋市着力配好配齐党史知识、党的理论著作和通俗

理论读物，创新阅读推广方式和话语体系，开设“童心向党”“党

史诵读百人接力”等学习课堂，发布“永远跟党走”宣传教育、

“我爱阅读 100 天”读书打卡、“银发领读团”红色经典阅读进

农家书屋、“我的书屋 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暑期阅读实践等 6

项重点系列活动；在丁堰镇刘海村农家书屋，孩子们积极参加“大

手牵小手”“童阅党史”活动，阅读分享《红岩》《铁道游击队》

《闪闪红星》等图书。如东县掘港街道将辖区内 6 个社区、20

个村、9 个学校进行组合结对，每周在 1 个农家书屋举办 1 场“红

阅读”活动，开展“踏寻红色足迹”“书吧抒怀”“读书与致富研

讨”等系列活动，倾力打造“书沐滨城”阅读品牌；双甸镇组建

了党史“名嘴”宣讲团，在 16 个村（居）农家书屋开展“百名

名嘴讲党史话辉煌岁月”活动。启东市以“走启读村”红色主题

阅读系列活动为引领，组织亲子家庭走进全市区镇、街道的农家

书屋和镇村史馆，举办红色故事分享、红色歌曲合唱、红色基地

寻访等活动。通州区在全部 32 个星级农家书屋设立党史学习图

书专柜，并发动全区群众在网上学习党史；五接镇袁三圩、十总

镇季庄村、兴仁镇太阳殿村、先锋街道双盟村等村居，开展听一

个红色故事、读一本党史书籍、借一本红色书籍等活动，引导农

村青少年和群众铭记光荣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海门区发放“共读红色经典”倡议书 2000 多份，向农家书屋赠

送四史读物以及《中共海门地方史》《江海怒潮》等地方红色经

典读物共计 2000 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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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今年以来完成全市 900 个农家书屋有声图书馆建

设，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经典阅读活动，充分发挥了农家书屋在

“四史”学习教育中的阵地作用。东海县坚持以“书香东海”品

牌建设为统领，紧扣建党百年主题，以覆盖全县的 346 家农家书

屋为平台，推动“耕读传家”农民阅读志愿服务项目建设再上新

台阶；驼峰乡及时对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集中培训，建立起一支

以农家书屋管理员为主的党史播音队伍，利用覆盖全乡 22 个行

政村的农村广播系统，用群众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的乡音定

时播放党史知识、党史故事；在洪庄镇薛团村农家书屋，令人注

目的是“信仰空间”四个大字，该村紧扣党史学习教育要求，统

一发布月度学习主题；在该村举行的东海县第二届水晶读书节启

动仪式上，“中国好人”印学金带领学生们表演的情景朗诵剧《红

船从南湖起航》，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海州区浦西街道在

蔷薇社区农家书屋“有声图书馆”增加了“红色图书”版块，创

新运用“互联网+”方式，将党史知识以新媒体形式展现，让党

史学习教育更加“声”入人心；板浦镇城北村在农家书屋通过“线

下+线上+沉浸体验”的阅读模式，组织村里孩子们开展“英雄故

事演讲比赛”“亲子共读红色经典”阅读分享和 “纽扣巧手拼国

旗”“共看红色电影”“共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让孩子们爱上红

色经典阅读；新坝镇等地也积极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系列阅读活动，着力打造农家书屋“美丽乡村 书香驿站”品牌，

让村民在阅读中尽享文化红利。赣榆区为农家书屋配备红色书籍

共计 5000 余本，同时组织志愿者、小讲解员利用星期天、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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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分赴全区 15 个镇的农家书屋，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推广活动，

让群众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激发他们做“新时代奋

斗者”的信念。 

淮安市：淮阴区充分利用农家书屋、文明实践站等学习阵地，

专门印发党史学习《口袋书》，在全区开展“学史明理勇担当 对

标找差争先进”主题竞赛、“四重四增”实境课堂等学习活动。

淮安区不断丰富农家书屋中的红色党建资源，并依托“喜马拉雅”

有声内容建立了有声图书馆，实现党的声音随听随学、党建知识

即扫即学。清江浦区盐河街道王元村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根据村情民需进行

《棚室蔬菜栽培技术大全+蔬菜病虫害诊断》等的定期授课，为

村民致富增收“充电”。洪泽区洪建社区农家书屋组织开展“看

电影 学党史”红色电影展播活动，通过《红星照耀中国》《我和

我的家乡》等红色影片，寓党史学习教育于电影审美体验之中。

涟水县涟城街道东门社区利用农家书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邀请本社区老党员、老干部和劳模、英模代表等为党员、群众讲

述红色故事和社区发展史，让“小书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大

课堂”。金湖县戴楼街道新塘村农家书屋开展以“学史增信 初心

同行”为主题的红色经典阅读活动，村两委干部、驻村扶贫工作

队成员与党员们一起阅读红色书籍、一起讨论怎样为民办实事，

在学习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黎城街道徐梁村依托农

家书屋举办“红色邮票”展，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开展“红

色故事送读上门”“红色图书送书上门”等志愿服务，在全镇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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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学习宣传党史的热潮。盱眙县盱城街道农家书屋创新学习方

式、丰富学习载体，打造包括“周一早课堂”“庭院讲堂”“指尖

课堂”在内的“三小课堂”，推动党史学习常态化、有温度、广

覆盖。 

盐城市：建湖县在 15 个农家书屋打造“双湖读吧有声图书

馆”，并在全县 199 个村（居）的 591 个点位，启动建湖农家书

屋“听书”大喇叭工程，让党的声音和红色历史传入千家万户。

东台市在全市农家书屋组织开展了 36 场“学党史、跟党走、兴

乡村”主题诵读活动，引导党员、群众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大潮，参与人数超千人。射阳县临海镇

注重利用竹板、黑板、展板“三板”唱党史、讲党史、观党史，

编排了群口快板《竹板声声颂党恩》、打鼓说唱《党建引领创辉

煌》、情景喜剧《公媳宣讲十四五》等在农家书屋进行展演；海

河镇在 28 个村居打造“党史读书角”，开展了“党史宣讲”志愿

服务、“颂建党百年  做时代新人”老少同台学党史颂党恩展演、

“四史”教育电影课等主题活动,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阜宁

县芦蒲镇邀请县“百姓名嘴”在 19 个村的农家书屋开展“学党

史、感恩党、跟党走”巡回宣讲，阜城街道在农家书屋开展“学

党史 忆征程”每周一学活动，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响水县

运河镇孙埝村农家书屋推出“学党史、办实事——义教云课堂”

党史教育主题课程，邀请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师远程授课，

通过党史方面的画作鉴赏、教授儿童描绘国旗等方式，将党史教

育和美术绘画有机结合。大丰区西团镇众心村农家书屋创新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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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书屋”项目、共计募集 15 万元，进一步打造党史学习教

育“线下实景课堂”“网红思政课堂”“乡村振兴课堂”。盐都区

举办以“读党史话发展”为主题的“盐都区第八届农民读书节”，

组织开展“童心向党 党的故事我来讲”阅读推广活动；郭猛镇

杨侍村、潘黄街道东升社区、尚庄镇南吉村等地农家书屋纷纷结

合实际推出演讲、宣讲等读书学史活动。亭湖区新兴镇石华村、

陈台村、双烈村、倪杰村等四个烈士命名村延伸农家书屋服务触

角，通过寻访烈士子女、老党员，听他们讲述那个年代的初心故

事，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赓续相传。 

扬州市：于 4 月 21 日在宝应县柳堡镇启动第十一届江苏农

民读书节暨扬州第七届“朱自清”读书节。宝应县安宜镇依托农

家书屋举办“我是党课主讲人”赛党课、百年党史图片展等，组

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乡村行，通过“读、学、观、讲、

做”等多种形式，让农家书屋成为党史学习的“加油站”。高邮

市周山镇开展“学党史 读经典 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暨“种书

乡间——农家书屋周末辅导员”再推进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在龙虬镇组织的“农家书屋+党史学习”活动中，该

镇各村支部书记纷纷带头分享学习心得。仪征市新城镇郁桥村农

家书屋则围绕“关爱留守儿童  宣传红色知识”主题，组织扬州

大学志愿者开设党史小课堂进行党史学习阅读帮扶；大仪镇也以

“品读红色经典  共享农家书香”为主题，开展“品读灵萱”农

民读书节，让党史学习教育落到田间地头。邗江区共有 142 个农

家书屋，注重通过“老青结对”传承红色精神、“红色苗苗”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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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党史名著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杨庙镇沿

山河村农家书屋开设“爱国红”经典阅读课，由团支部书记陈熙

带领孩子们学习革命英雄的感人事迹，鼓励孩子们争当“四好少

年”；西湖镇经圩村党委把农家书屋打造成“红色书房”，不仅新

增了“党史专栏”书架、开辟了“党史阅读角”，村党委还在这

里举办书记课堂、老党员话党史、党史知识竞赛等。“农家书屋

不仅成了党员的红色‘充电站’，更成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实境

课堂’。”邗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闻出版局局长孙荣这样说。 

镇江市：于 6 月 2 日在丹阳市谭巷村启动镇江市农民读书节

暨“党史千村行”主题阅读活动，并向丹阳市谭巷村农家书屋捐

赠图书 1000 余册，为润州区宝平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阅读推广

培训。丹阳市在农家书屋、文体广场等场所开展“阅百年历程 传

精神力量”数字阅读资源乡镇巡展活动；云阳街道留雁村剪报老

人胡法兰举办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剪报展，向广大党员群众形象生动地介绍百年党史。句

容市为全部 161 个农家书屋配备党史专题读物，广泛开展知识竞

赛、阅读分享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取得较好社会反响。扬中

市新坝镇五一村组织党员群众在农家书屋开展“农家书屋学党史

书香传播到小组”主题阅读会，新安村组建“寻访红色足迹宣讲

团”、相继开展“老党员说党史”“颂党爱国  红歌飞扬”等活动。

经开区 8 个村（社区）农家书屋注重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阅

读推广，分别开展“童心永向党  悦读伴成长”读书分享、青年

党员“党旗飘扬”党史知识竞赛、为老年人赠送“红色随身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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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丹徒区在湖马村农家书屋举办丹徒区第六届“宜文读书

节”启动仪式暨谷阳镇“道谷熟了”主题诵读活动，礼赞中国共

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则组成由党员

志愿者参与的 4 支“党史流动书箱”志愿服务队，穿梭于农家书

屋和街头巷尾，打造“行走的党员教育课堂”。 

泰州市：兴化市安丰镇印发《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走进书屋 

讲红色故事”农家书屋阅读活动的通知》，为每个村（社区）购

置党史书籍，并由村党总支书记和农家书屋管理员担任宣讲员，

每月在农家书屋举办一次主题阅读活动；大邹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联合镇妇联、中心校开展“童言学党史 童心知党情”主题阅

读活动。靖江市澄靖园区办事处江峰村“红色书房”里，村党总

支每周组织村民观看《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等，并

安排村青年党员讲党史谈感受。泰兴市曲霞镇积极举办“书屋读

党史”“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定期组织观看《建党伟业》等

影视作品，把农家书屋打造成党员群众身边的“党史学堂”。海

陵区以打造“红粟文化”品牌为契机，将“红粟文化”与“红色

元素”有机结合，在农家书屋积极引入可视化阅读、有声阅读等

模式；城西街道创新开展“城蹊读书班”，组织社区党员利用早、

晚各 15 分钟时间集中学习党史书籍；城北街道开设农家书屋“微

书角”“微课堂”，邀请名校优师围绕红色经典书籍开展讲座讲堂；

罡杨镇东楼村农家书屋开展“点燃阅读星火 共建书香罡杨”活

动，通过“萌娃+老人”“阅读+竞赛”“学党史+办实事”等形式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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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雨，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老党员纪增强在农家书屋这样为辖区青年党员讲党史课，

农家书屋切实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新阵地。姜堰区白米镇白米村

农家书屋的红色读书角里，整齐陈列着《中国共产党简史》《论

中国共产党史》等党史读物，“我们将继续打造党史教育的互动

交流和体验空间，让党员和群众在阅读学习中汲取力量，走心学

党史、真心办实事。”白米村党委书记芦富俊如此介绍。 

宿迁市：宿豫区仰化镇涧河社区专门设置文史资料展示区、

党史学习教育专区，配备红色书籍 200 余册，定期开展红色经典

阅读、播放红色电影、红色故事宣讲和拍照打卡等活动，引导广

大居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沭阳县沭城街道府苑社区将全民阅

读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针对少年儿童开展了“聆听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小课堂”“绿书签行动”等一系列活动，引

导未成年人了解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传承党的红

色基因，同时引导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墟镇邱谷村于 5 月 24 日在农家书屋

开展“学百年党史 扬碱米美名”主题活动，志愿者与村民们还

阅读分享了《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节选文章。

泗洪县界集镇在 38 个村居农家书屋设立“红色书吧”、学习强国

线下分享基地，将政治理论学习日和党员活动日课堂搬进农家书

屋；归仁镇动员老党员通过“传帮带”的形式讲好党史故事，同

时依托江桥战斗纪念馆积极用活红色资源，通过实境式的党史教

育课堂让大家感受战火硝烟、传承信仰力量。泗阳县众兴街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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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抗战老兵身穿军装、结合亲身经历，定期走进农家书屋宣讲红

色故事，累计开展红色故事会 60 余场、参与党员群众超过 1 万

人次；王集镇在全镇 27 个农家书屋内设置“党史学习超市”，配

备超市管理员并组织了 30 余名志愿者担任超市讲解员；临河镇

成立由当地老支书、退休老教师、优秀退役军人、50 年以上党

龄老党员等组成的“民间讲师团”，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宣讲活动，

让村民直观地学习党史、了解党史，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接

受教育、受到熏陶；卢集镇薛嘴村村民陈业感慨说：“今年是建

党 100周年，最让我高兴的是书屋及时更新了 300多册党史书籍。

重温百年建党历程，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

史性飞跃读起来还是让我感动万分。” 

省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在进一步丰富江苏数字农家书屋红色

阅读资源、加大主题阅读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江苏省数字农家书

屋平台于 3 月 27 日会同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文化遗产部）在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灵岩社区、方州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小书

屋 大梦想”读书嘉年华活动，以“童心向党 献礼建党百年”“诵

读党史 品读金陵 共读同行”朗读比赛为主要内容，表达广大少

年儿童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赤子之心。4 月 30 日，江苏省数字农

家书屋平台在淮安市金湖县徐梁村农家书屋启动“学史爱党 知

史爱国”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并在现场为参与活动的农村少年儿

童讲述了王二小、小兵张嘎、油条姑娘等抗日小英雄的英勇事迹，

组织动手制作了红军小书包等。5 月 28 日，江苏省数字农家书

屋平台在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宝平农家书屋举行了“学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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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知史爱国”主题阅读推广第二站活动，通过讲解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帮助农民群众更好地理

解党的发展道路，坚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信念。与此同时，

江苏省数字农家书屋还将开展“学史爱党 知史爱国”线上绘画、

摄影、朗读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助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乡村特

别是农村青少年群体中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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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建春同志，爱军同志、马欣同志。 

中宣部出版局、传媒监管局、印刷发行局、反非法反违禁局、版权管理局、

质检中心。 

送：步健同志、光辉同志，部务会成员。 

各设区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 

同志、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部机关相关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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