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离家乡 ， 文化风俗
不 同 ， 生 活 单 调 、 枯 燥
……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
项目工地上的建设者 。 为
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丰富他们业余文化生活 ，
提高员工素质 ， 为员工提
供精神食粮 ， 很多项目部
在工地上建起了 “职工书
屋”。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今
年4月8日下发了关于深入
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
作的意见》， 要求 “每年建
设1000个职工书屋示范点，
带 动 各 地 工 会 每 年 新 建
10000个职工书屋， 各种读
书活动的职工参与率达80%
以上。” 最近， 本报记者走
进建筑业的多个项目工地，
调查农民工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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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工地有书屋 职工乐读书

农民工读书
注重实用性

“您这里职工书屋运转怎么
样？ 有专门给农民工开设的职工
书屋吗？” 记者近一段时间电话
联系了建筑行业的8个项目工地
和一个钢结构生产厂， 2个项目
工地和钢结构生产厂建有职工书
屋， 其他的正在建设或者因工程
结束职工书屋已经迁走。

经过前期摸底， 记者决定亲
赴现场调查农民工读书情况。 在
有农民工的项目工地和厂房， 记
者主要就农民工年龄、 学历、 读
书时间、 读书种类等方面进行了
采访。

在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海淀
区北部文化中心项目， 记者采访
调查了7名农民工， 全部是男性。
7名农民工中， 有1名90后、 3名
80后、 2名70后、 1名60后。 经过
询问了解到， 2名是高中学历， 5
名是初中学历。

60后黄贵军初中学历， 是一
名安装技工 ， 平时看书不多 。
“工作很累， 一般回来吃饭喝完
酒就睡觉了。”

70后张延祥初中学历， 负责
现场技术， 平时爱看新闻类和娱
乐类的书籍， 希望看焊工技术方
面的书。 因为负责技术， 张延祥
还常常看图像处理方面的书。 而
杨晓伟则喜欢看生活类杂志， 还
希望看管理类书籍。

80后徐守昌高中学历， 是一
名安装工， 平时通过手机看财经
新闻， 希望以后自己创业。 李超
负责安全和质量， 平时喜欢看管
理类和励志类书。 王志勤初中学
历 ， 以前喜欢通过书籍获取知
识， 如今更喜欢通过手机浏览新
闻， 偶尔看看技术类书籍。

90后仲建军高中学历， 因为
没有考上大学， 便来项目工地当
了安全员， 主要通过上网学习，
参加了成人高考， 获得了自考大
专的学历。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这些农
民工每天阅读时间在1个小时左
右。 他们主要通过杂志、 报纸和

网络获取知识， 越年轻的农民工
越爱读书， 尤其喜欢通过网络来
阅读。 而年纪大的农民工更喜欢
看杂志， 看轻松休闲类的书籍。

在中建一局三公司北大国际
医院项目， 记者就农民工读书话
题采访了3名女农民工， 40岁的

向玉英、 46岁的刘玉英、 24岁的
曹阳。 她们的阅读兴趣与男性农
民工有很大差异， 她们主要看合
理膳食、 心理健康、 中医养生、
教育孩子等方面的书籍。

当天， 记者恰好赶上了项目
组织女农民工专场读书活动， 她

们捧起书读得津津有味。 “我们
在工地干活工作强度大， 原来我
们不太注意养生， 也不知道怎么
养生， 现在有了这本书， 我们就
可以按照书中说的去做， 善待自
己， 让自己也更加健康和年轻。”
刘玉英说。

在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廊坊钢
结构分公司， 因为是厂房生产，
建有的农民工书屋相当规范。 记
者看到， 书屋现场设有近20个座
位， 座椅舒适， 书架上的书籍摆
放整齐， 大多是与焊工技能相关
的书。 农民工主要通过在职工书
屋学习焊工技能方面的知识， 并
考取证书 。 通过去年的集中学
习 ， 今年有100余名农民工拿到
了焊工技能证书。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 职工书
屋能够帮助农民工学习， 而农民
工读书兴趣分化趋势明显， 农民
工读书更注重实用性， 更希望学
以致用。 在阅读方式选择上， 老
一代农民工喜欢纸质阅读， 新生
代农民工喜欢网络阅读。

工地有书屋
职工乐读书

黄超是海淀区北部文化中心
项目的一名工长， 大学一毕业，
就在项目工地呆了几年， 平时和
农民工打交道比较多。

“农民工读书差异大， 希望
进管理层的农民工， 往往更想看
看管理类书籍 ， 想学一技之长
的， 则希望看技术类书籍。 年纪
大的农民工还会捧着纸质书籍来
阅读， 而年轻农民工不太喜欢纸
质的， 主要是因为现在社会发展
迅猛， 通过手机就可以获取各类
知识， 这是时代发展造成的读书
差异化。” 黄超说。

黄超分析， 年长的农民工以
前读书本来就少， 出来工作更是
凭经验做事。 “农民工如果能够
认真读书， 肯定就不会来项目工
地， 他们大多是以操作见长， 对
理论知识很难看进去， 这点对于
年龄大的农民工特别明显。”

项目部对农民工的培训， 主
要通过农民工夜校来进行， 给农
民工做安全知识培训和技术交
底， 比如钢筋怎么绑扎到位、 水
泥浇铸怎样才合格、 砌墙如何保
持垂直度等。 “很多年长的农民
工喜欢凭经验办事， 但施工时与
我们的要求有差距， 因此， 我们
必须给他们技术交底， 给他们讲
解图纸， 这也是一种学习。 要是
他们读不进去书， 我们就得改变
方式， 与实际操作结合来告诉他
们该怎么做。”

王靖是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
第二大项目党总支副书记， 她认
为， 建筑业农民工的时代特征很
浓， 每一个年代农民工都带有鲜
明的特色。 老一代农民工凭经验
做事， 更传统一点， 读书的兴趣
爱好和新生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
同。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触网络
多， 更喜欢通过网络来学习和娱
乐。

针对项目部女农民工阅读问
题， 中建一局三公司工会女工委
主任王燕分析说， 首先得看女农
民工的构成。 现在工地特点是夫
妻档多， 往往是丈夫是木工， 妻
子是杂工。 女农民工在项目上从

事保洁和食堂工作的也比较多。
她们除了工作， 还得肩负教育孩
子的任务。 因此， 好多女农民工
喜欢看如何培养孩子方面的书，
有些也学做烹饪。 由于工作压力
大， 女农民工还喜欢阅读心理健
康类方面的书。

对于农民工通过学习考取技
能证书，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廊坊
钢结构分公司技术部经理赵俊认
为 ， 这和农民工工作特点有关
系。 与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不同，
生产厂房的农民工工作更有规
律， 上下班都有时间点， 有更多
的时间来学习。 在工作中， 焊接
需要用更多技术来解决问题， 比
如焊接材料不同， 焊接方法也有
所不同。 因此， 厂房里的职工书
屋使用频率较高， 农民工们有时
晚上9点还在书屋里看书。

为农民工提供
个性化阅读

“针对农民工阅读呈现差异
化的趋势， 有不同的阅读需求，
我们项目应该为农民工打造个性
化的阅读。” 王靖说。

所谓个性化阅读， 就是为农
民工量身打造他们需要的、 感兴
趣的、 关注的内容， 让每个农民
工能够看见他们自己需要的。 王
靖告诉记者， 项目正在建设书香
项目， 职工书屋和阅览室是书香
项目建设的重头戏， 以后职工书
屋买什么书， 还需要充分向农民
工征集意见， 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阅览室的建设上， 更舒适点，
让农民工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
境。

王靖说， 随着农民工阅读个
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项目建
设职工书屋不能再简单地主观臆
断农民工喜欢什么书， 而是要建
立在大量了解的基础上。

黄超认为， 职工书屋和农民
工夜校的作用不容忽略， 这是农
民工在项目工地学习知识的一个
重要载体， 许多刚刚到项目工地
的农民工就是通过这两个平台了
解项目的操作规范。 考虑到新生
代农民工喜欢上网的特点， 黄超
建议 ， 项目部尽量提供免费的
WiFi， 这样可以让农民工在自己
的宿舍也能随时通过手机来阅
读。

王燕告诉记者， 由于项目工
地上的女农民工越来越多， 工会
女工委也越来越关注女农民工，
走进她们中间去了解她们的需
求。 为了提升女农民工的素养，
近几年， 中建一局三公司工会针
对女农民工开展了 “健康女性·
幸福中国” 的读书系列活动， 工
会还推出了女农民工赠书仪式、
女农民工征文比赛、 女农民工
演讲比赛、 女农民工读书会， 为
女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学
习 、 “悦 ” 读 、 提高素养的平
台， 让女农民工体会到读书的乐
趣和快乐。

针对厂房农民工上班固定特
点，赵俊认为，企业应该充分利用
技能大赛平台促进农民工阅读专
业书籍。专业书籍知识枯燥，农民
工不太容易看得进去， 技能大赛
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农民工运用很
多知识，促进农民工去钻研、去看
书，起到的效果比较好。

北大国际医院项目上， 女农民工更爱看养生等方面的书。

工余时分， 项目部里的农民工正在 “职工书屋” 里读书。

工长黄超， 对农民工读书问题很上心。

———记者调查： 项目工地上的 “职工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