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书屋促进职工交流
一进门是最新的报纸、 杂志， 中间摆着一

个L字型的书架 ， 正好把一对休闲沙发包围
住， 屋子两边也是书架， 摆放着不同类别的书
籍。 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职工之家中的职工
书屋在职工们看来， 就是他们的休息室， 这里
温馨的环境给他们带来全身心放松的时刻。

和其他的书屋不同， 这个书屋里有专门的
管理人员， 职工霍晶晶和刘琰萍就是这个书屋
的兼职管理员， 负责职工借阅书籍的管理。 而
除了借阅书籍， 许多职工更是喜欢找这两名平
时爱看书、 爱与人交流的管理员聊聊天、 谈谈
心， 业余 “心理疏导师” 发挥了为职工减压的
作用。

“在办公室忙了一上午， 吃完中午饭许多
职工都不愿意立刻回到办公室， 都愿意来书屋
放松一会儿， 翻翻喜欢看的书、 聊聊家常， 让
短暂的午休变得非常惬意。” 管理员霍晶晶告
诉记者， 公司的职工活动室非常齐全， 各种球
类都可以玩儿， 但相对活动室里男同事人气更
旺。 而书屋更适合女同事过来放松一下， 有的
人喜欢养花、 有的喜欢美食、 有人需要育儿
经， 来书屋总能找到兴趣相投的同事聊聊感兴
趣的话题。

“其实， 由于投资公司工作性质的特殊 ，
职工都是往外跑的多， 和客户联系密切， 而同
事之间的沟通非常少， 有了这个书屋， 同事间
又多了一层沟通， 这里没有上下级关系， 也没
有 ‘八卦’， 来这里的人都是爱书的人， 他们
喜欢知识、 渴求提高素养， 书屋里的氛围完全
可以给你一个全身心放松的时刻。” 管理员刘
琰萍说。

正是书屋带给职工的这份放松， 许多职工
都拿这里当成了一个 “避风港”， 同时也成为
同事间一起分享的一个空间， 谁做美食又有进
步， 谁养的花终于开花了， 谁发现了一本特别
好看的书， 这里的分享是发自内心的。 书屋还
不定期举办一些小沙龙， 职工谁有资源就提供
出来， 给大家讲讲感兴趣的内容， 特别是一次
育儿方面的小型沙龙让这些有孩子的女同事组
成了 “妈妈帮”。 “有位同事还给书屋拿来咖
啡机， 我们常坐在一起品尝咖啡， 我们的书屋
真是越来越惬意了。” 霍晶晶说。

工会主席李庆说， 许多人进到我们的书屋
都觉得特别温馨， 像是一个摆着许多书的咖啡
小馆， 其实这正是我们想打造的效果， 把书屋
作为职工休闲、 放松的一个地方， 一个能够让
职工沟通交流的地方。

面对职工有书屋不去看的窘境， 各级工会
并没有放任自流， 而是主动出击寻求破题思
路。

电子书籍扩大职工读书范围
晚上8点20分， 刘芸打开职工书屋的电脑，

登陆聊天软件， 和在家乡5岁的女儿视频聊天。
“职工书屋现在是我每天晚上必去的地方， 看
看书、 上上网， 感觉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
西城区环卫中心环卫工人刘芸现在没事就爱在
职工书屋泡着， 离宿舍一步之遥， 看书上网又
不花钱， 对于在异乡打工的她来说， 这里是她
的心灵家园。

在中海物业职工书屋内也摆放了一台电
脑， 为职工浏览电子书籍和期刊创造方便。 中
海物业职工书屋成立之后， 单位职工希望能够
借阅国外地产管理专业、 建筑行业的期刊和专
著。 但是这些书籍不仅贵， 在国内也不容易买
到； 即便买回来， 这些大部头摆放起来也占地
方。 这可让中海物业的工会干事犯了难。 经
过与供书商沟通， 他们决定购置电子书籍满足
职工的需求， “电子书籍相对便宜， 省地方、
好保管， 也更加环保。” 于是， 电子书屋便解
决了职工的扩大读书范围的问题。

让图书真正动起来
电子书虽然有它的诸多好处， 但对于很多

读者来说， 捧一本纸墨飘香的书本在手才是一
种真正的阅读体验。 如何解决纸质书籍更新速
度慢的问题， 让职工可以更快、 更多地阅读到
自己心仪的作品？ “流动书架” 的尝试让工会
和职工尝到了甜头。

每个星期三， 西城区体育局工会干事陈希
都要背上职工需要借阅的书籍， 搭乘公交车给
大家送书。 这是西城区体育局工会探索的一种
图书管理模式， 工会主席孙春华表示， 通过图
书管理员送书上门， 省去了职工来回跑的繁
琐， 也让图书真正的流动起来。 陈希说： “去
年一年仅流动书屋就借出了260本书， 职工非
常欢迎我们这种 ‘流动图书管理法’。”

去年10月份， 大兴区总工会为推动职工多
读书、 读好书活动， 筹备了 “流动书架” 进企
业活动， 第一批一共7家企业作为试点， 200本
畅销书丰富了企业原本的图书角。 大兴区图书
馆专门负责流动书架的卜艳娟介绍， 流动书架
的最大好处是书籍可以定期调换， 这也就做到
了让企业书架活起来、 动起来。

“到时候每个企业的图书管理员还可以征
集职工想看的书， 抄个书单给我们， 我们给职
工买去。” 卜艳娟说， 每个月区图书馆都有专
人到台湖国际图书交易中心去购买新书， 职工
想看什么都可以反馈给图书馆， 只要能说出名
字就行， 即使买不到这本书， 也会选择类似的
书籍， 尽量满足职工。

工会三招
化解书屋存而不用窘境

4月23日是 “世界读书日”， 自2011年开
始， 北京市每年都会在 “世界读书日” 来临
之际， 组织开展北京阅读季， 通过开展系列
群众性读书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 “多读书、
读好书、 好读书” 的良好氛围。 在全民阅读
工作方面， 工会同样不遗余力， 自2006年全
总在河南省内黄县建成首家工会 “职工书
屋” 开始， 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让职工书
屋成为工会一块闪亮的招牌， 然而一些不足
和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不过， 各级工会并
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主动寻求解决办法， 让
职工重归书屋， 畅游知识海洋。 近期， 本报
记者走访了一些北京市的基层单位， 看看职
工们对职工书屋有什么看法， 以及各级工会
的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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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不爱读
“我喜欢看当当网的图书排名， 挑比较新

的、 口碑好的书来看。” 杂志编辑王泓宇告诉
记者， 在她看来， 读完一本没有意义的书， 不
仅是浪费眼神 ， 更是浪费时间 、 浪费生命 。
“我们企业也建立了图书角， 但是没有一本我
真正想看的书， 我可不想随便拿起一本就看。”

对于上大学的时候小说便不离手的李琳来
说， 看书是她的最大爱好。 可如今来到大兴工
作的李琳， 看书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大
学的时候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书， 书多的看都看
不完， 可现在到了下边乡镇工作， 找本想看的
书难啊！” 李琳说， 下边乡镇的图书资源相对
稀缺， 单位图书角摆那几本书没一本想看的，
真是浪费空间。

现在的李琳要想看书， 就要等到周末休息
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区里的图书馆借书。 “一
去一回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书看完了还
得想着下周抽时间赶快还上， 看书都成了一件
麻烦的事情。” 李琳说， 她希望乡镇也能建个
图书馆， 公司里的图书角要想摆上丰富的图书
估计是没希望了。

“归根结底， 没人来看书、 借书， 最主要
的问题就是书不好看。” 高静民告诉记者。 高
静民是大兴区瀛海镇中心卫生院的工会主席，
卫生院的职工书屋同样面对无人光顾的窘境。
“书架上的百余本书大部分都是专业书籍， 都
是医药卫生类的。 这些书很多职工个人手里都
有， 没有的基本上平时工作上也涉及不到。 大
家都说书架上的书都是专业书籍， 太枯燥。”
高静民告诉记者， “这些年电子书籍的应用，
让职工离传统书籍越来越远， 所以职工书架、
书屋这项工作确实做得不够。”

阅读环境差
没有一个舒适的阅读场所吸引职工前去阅

读， 同样是一些职工书屋受到冷落的原因。
王丽娜在一家生产模板的企业上班， 为了

响应职工书屋建设， 这家企业工会确实为职工
打造了一个书屋， 但这个书屋也成了一个摆
设。 “环境太差了， 挨着生产车间， 看书的时
候耳边嗡嗡响， 谁能静下心来好好看书啊！”

王丽娜表示， 另外书屋没有供暖， 到了冬
天特冷， 夏天又热。 “这地方也就是书能待得
下去， 人是待不住。 因为没有图书管理员， 又
不允许拿回家看， 这书屋建得太形式了。”

“如果我们单位建立图书角的话， 我希望
能够搭建起一个吸引人读书的环境。” IT业职
工胡海涛告诉记者， 他理想中的图书角应该有
茶香、 有墨香， 让人一进门就被古典的感觉所
吸引。 “如果图书角能够提高吸引力， 让大家
从工作中抽身出来， 更多的感受到读书的愉
悦， 我会没事就愿意来这里坐坐。”

职工书屋缘何成摆设 各级工会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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