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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屋里藏着大动能
□本报记者 马超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浙江大学项目职工书屋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青年读书会

一年多的时间 ， 开设十几个栏
目， 120余名园林绿化行业职工参与
原创、 播音、 编辑， 积累粉丝数千名，
日均阅读量千人次。 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机关青年读书会 “书香园林” 微信
公众号， 一群热爱读书的园林绿化行
业年轻人， 在读书会中交流学习， 再
将所学所思传播到更广的范围， 做出
了一个传播园林知识文化的平台。

“我 们 局 2014年 成 立 读 书 会 ，
2017年4月 上 线 书 香 园 林 微 信 公 众
号 ， 得到了局机关团总支 、 机关工
会的鼓励和支持。” 青年读书会会长
才姝娟说 。

从刚开始时的所有作品由创始人
郭腾飞一人编辑， 到如今主创团队人
数达30余人， 能够做到原创作品每日
更新， 这些没有任何媒体传播经验的
园林绿化专业工作者， 从团队建设到
作品创作， 都遇到了不少困难。

“读书会的青年会员， 都是各个
处室的生力军， 本职工作都很忙， 在
如何把读书创作和本职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的问题上， 他们进行了很多探索。
如今， 我们通过开设专栏的方式， 把
会员所在各处室、 各单位长期以来积
累的深厚园林绿化文化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并再次创作， 以市民喜闻乐见的
微信方式进行传播， 创立了好书导读、
精品共读、 平原造林、 护林笔谈、 北
京花讯、 京果小辑、 职工家园、 付丽

赏花、 植物传说、 园艺生活、 诗意园
林等十余个专栏”。 书香园林创始人郭
腾飞介绍说。

“刚开始我们写石榴， 我们会说
它是哪个科的， 哪个种的， 都有什么
形态， 有什么品种， 然后， 写得比较
学术化大家不爱看。” 书香园林主编之
一 、 付丽赏花栏目核心主创付丽说 ，
“2015年， 一档与北京电视台合作的
关于鲜花的节目 ， 我们开始学习讲
花 卉 文 化 故 事 。 这一年来 ， 我们栏
目推出了 《市花市树三十周年系列文
章》 《寻找 〈诗经〉 中的植物》 《习
近平的梅花情结》 等一系列文化故事，
发现很受大家欢迎 ， 正是市民需要
的。” 随着 “付丽赏花” 栏目的蹿红，
付丽也成为了园林绿化行业的新时代
“网红”。

不仅如此， 青年读书会还组织大
家共同学习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秘书工作手册》 《好好学习》， 在机
关党委的支持下， 宣传 “学习塞罕坝

系列征文作品”， 分享团干部 “放飞青
春理想 书写人生华章” 座谈体会。 通
过读书交流 ， 李美霞 、 王岚 、 王斐 、
黄瑞超、 魏琦、 涂圣军、 界春晓、 邢
晓静、 张晓川、 荣岩、 孔丽娜、 王艺
霖、 高琪、 赵东波、 于雪珍等很多园
林绿化青年创作者迅速成长起来。

读书会还开设了书香大讲堂， 每
月邀请专家 、 网红名人等现场讲课 。
森林疗养漫谈、 成甲说书、 手机摄影、
沙漠化及其防治 、 言行表达与礼仪 、
探访世界花园的前世今生、 农村广阔
天地大有作为等等， 都曾是书香园林
的选题 。 比如 《好好学习 》 这本书 ，
在网上挺火 ， 成甲作为学霸级人物 ，
一年读一百本书。 如何将读过的书有
效管理， 成甲这堂课吸引了许多身在
延庆、 海淀的同事赶来听课。

为适应手机阅读习惯， 书香园林
还插入播音版， 请会员自己朗读， 形
成有人写、 有人读、 有人编辑的局面。
他们还邀请播音演讲的老师来上课 ，

每周一次， 学习朗诵。 就这样， 书香
园林培养了孔俊杰 、 李筱帆 、 白洁 、
史晓丽、 张夜、 赵淑芳、 高婷婷、 燕
阳、 于海宝等一大批 “园林绿化好声
音”。

内容丰富， 形式做活， 书香园林
顺势结合局工会、 团委、 局宣传中心
平台， 开设 “外场”， 将园林知识传播
到更多市民那里。 比如 “香山奇妙夜”
“画笔下的鸟类学” “图书漂流” 等活
动， 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习。

书香园林不仅关注深厚的生态文
化， 还关注市民需求。 比如进入4月，
杨柳刚开始飞絮， 他们推出一篇 《杨
柳飞絮的事儿》， 科普了杨柳树的历史
功绩、 飞絮的成因和防治情况， 海淀
园林等公众号纷纷转载， 广大市民转
发量很高， 成了一篇 “网络爆文”。

“书香园林， 也是园林绿化青年
职工正能量的一个集中体现， 向社会
广泛传播了首都生态文化。” 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机关工会主席李涛说。

公号“书香园林”成了网红

“抬眼便是青翠欲滴的绿植， 温
暖的阳光肆意洒在身上， 四周是各种
各样的精神食粮……没想到在工地上
有这样一个宽敞明亮的书屋看看书 ，
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大学时光， 太赞
了！” 2017年刚毕业的新职工郭淑英第
一次在职工书屋看书时感叹到。

这里是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浙江
大学项目职工书屋， 温馨的环境让让
本来就爱读书的郭淑英爱不释手。 此
后 ， 郭淑英便成了职工书屋的常客 ，
工作之余她不仅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
泡在职工书屋里， 就连放假回家她也
会借几本书回去看， 她也成了书屋里
借书最多的人。 大量的知识汲取， 提
高了她的文学素养。 由她编辑的项目
简报 《浙府有辞 》 目前已累计发行8
期， 每期精美的排版， 丰富的内容让
月刊备受项目同事、 公司领导的好评，
她也被评为浙江大学项目部2017年度
金牌通讯员。

于昊， 来自工程部的一名90后青
年， 人称 “于帅”。 篮球打得好， 歌也
唱得好， 项目多次活动都能看到他忙
碌却也不失帅气的身影。 看起来活跃
“好动 ” 的他也隐藏了一颗爱学习的
心。 有一天晚上9点多， 项目副书记曾
雪娇常规性地去职工书屋查看， 打开
门之后， 发现竟然于昊在里面。 曾雪
娇走过去一看， 于昊的电脑上放着一

级建造师的辅导视频， 两边摆着厚厚
的 “一建” 书籍。 “你在这复习专业
课呢 ？” “对啊 ， 发现这个地方挺好
的， 挺安静的， 晚上也不会有人打扰，
适合学习。” 曾雪娇抬头一看， 书屋的
黑板上 ， 于昊竟然自己写了 “距离
‘一建’ 考试还有61天， 今天你看书了
吗？” 这样的句子提醒自己。

从那以后， 职工书屋里这张桌子
上便一直摆着一台电脑， 几本一建的
书， 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白天忙完现
场的于昊 ， 晚上就扎进了职工书屋 。
爱学习又爱运动的于昊不仅顺利通
过 “一建” 考试 ， 更是在去年的公司
职工篮球赛中大放异彩， 他带队的浙
江大学项目篮球队一举拿下团体第六
名、 最受欢迎球队、 三分王一系列荣
誉称号。

曾雪娇告诉记者， 项目工会支会

以 “文化建家 ， 打造职工精神家园 ”
为新目标， 为职工打造了一个拓展视
野、 深化思想、 提升境界的阅读空间。

近日， 浙江大学项目部9名文艺青
年围坐在项目职工书屋里 ， 开启了
今 年第一场书香盛宴 。 本次的主题
是 “好书佳影分享会”， 来自不同部门
的9名职工纷纷推荐了带给自己感动和
震撼的书籍和电影， 朱光潜的散文集、
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 》、 柴静的 《看
见》、 杨绛的 《我们仨》、 梭罗的 《瓦
尔登湖》 《猎鹿人》， 整个分享会在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中轻松地进行着。

这样的读书会在浙江大学项目并
不少见， “励志故事分享会”、 “吐槽
大会”、 “真人图书馆” 等各种主题活
动相继在职工书屋精彩开展。

浙江大学项目部还开设 “浙大小
课堂 ”， 利用每周四晚上7:00-9:00组

织项目青年职工集体学习充电， 学习
内容涵盖各部门专业知识， 此外更有
待人接物、 形象素质提升、 沟通交流
等综合素养的培训。

职工书屋已成了这里青年职工的
成长动能。 由项目青年职工主编的项
目公众号 “筑梦杭州” 已推送文章17
篇， 累计阅读量达1800人次。 项目书
记刘甲获第十一届最美杭州人、 中建
二局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项目
副书记曾雪娇荣获2017年度中建二局
上海分公司 “女职工工作先进个人”及
“十佳聚能创客”等荣誉称号，项目青年
职工路秉乾荣获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
2017年“青年才艺之星”优胜奖， 项目
党支部荣获2017年度杭州市党建 “双
强” 示范点、 中建二局优秀农民工安
全督察队、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 “陈
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 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