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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本报推出"上海好心

人#专栏!向读者介绍工作$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好心人!方志燕是其中之一%

该年 $月 $%日!本报 &'(版报道为河

南&艾滋病村#筹建&启明书社#的方志燕!终

于取得了非盈利性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证

书%!"")年!&启明书社#获得&!""#年浦东新

区志愿者工作评选# 的 *项大奖% 七年过去

了!方志燕的&启明书社#运行得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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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 为农村孩子提供丰富的

图书!这样的公益项目并不少!横向比

较来看!启明和其他类似项目相比!它

的特点是什么'

方志燕!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图
书馆的持续管理，这是启明最大的特
点。现在网络、物流都很发达，只捐不
管很容易，一年做几千家都可以。但管
理好、持续投入、不断进步是很难的。
很多类似项目做不下去，就是因

为和当地的沟通很难。城市和农村的
工作节奏、环境、处事方式差异很大。
我们请农村老师来上海培训，他们说
得最多的是，你们走路太快了，跟也跟
不上！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想当然”，我

们认为订阅了报刊，邮局自然会送到
学校。事实上，启明所有的图书室管理
员都要走上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到
邮局自取。
沟通比我们想象的更耗精力。这

就是为什么启明书社做了十年，只做
了二十多个图书馆，还是会有各种不
足和问题。

半亩! 现在公益乡村图书馆的后
续管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靠专职志
愿者驻馆管理，如立人乡村图书馆；二
是靠学校老师，如启明书社、蒲公英图
书馆。启明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很早就
有“深耕”图书馆改变了乡村教育的理
念。所谓“深耕”，就是指从图书室进阶
到文化活动中心。我们希望这个文化
空间不仅有读书声，还有音乐、绘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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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元旦!启明书社的发起人

方志燕和两位同伴走访了河南艾滋

村! 抱着资助贫困孩子上学的想法启

程! 最终却带回了一个为贫困地区建

立乡村图书室的项目" 方志燕说!精

神关怀对这些孩子! 比金钱的帮助更

重要" 图书室是一个空间! 可以汇聚

起孩子"

截至 !"$% 年 # 月底! 启明书社

在青海#四川#山西#云南等 &个省份!

前后共建立过 !' 座图书室 ! 惠及

!(#万名乡村儿童" $) 年!!' 所!不

算多!但因为管理严格#精细!每所图

书室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 ! ! !主持人!!.'.年到 !.'*年!

启明陆续停止了 /所学校图书

室!!.'*年底又因为政府投入较

多! 学校接受的各种资源太丰

富!暂停了对两所图书室的后续

投入%你们在前进过程中敢于不

断反思并作出了调整!这点让我

非常佩服% 能说说具体原因么'

张秋平!!""# 年 $$ 月 !!

日，启明书社马跪村图书室挂
牌，马跪村是启明书社在四川
震后建立的第一个项目点，位
于地震重灾区绵竹市西部的遵
道镇。这座建在临时过渡房内
的“精神家园”有干净整洁的书
架及书桌椅，安放整齐的书。启
明定期支付房东费用，作为他
守夜、看管财物的报酬，从当地
挑选出有高中学历的村民，作

为图书管理员。
!%"&年 '月，志愿者去当

地考察时，却看到图书室被房
东改成了棋牌室，书桌用来搓
麻将，书凌乱地堆在角落，孩子
们在村边闲荡，不能去图书室
借阅。原来，图书室已有几个月
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房东没有
按协议执行，图书管理员也在
每周的电话巡访中瞒而不报。

之后启明与房东、管理员
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在缺乏监
管的情况下，图书室并没有做
到正常使用，又被房东派上了
私人用处。!%$%年 '月，启明书
社决定撤离马跪村。

其实，不仅是在马跪村，在
安徽的南塘村、河南的后杨村，
我们都遭遇了相似的经历。在村

里而不是学校里建立、管理图书
室更加困难，因为这种模式缺乏
有效的监管，村委会对房东、管
理员完全没有约束力。在马跪村
中，所有事情都是房东说了算，
这导致了捐赠物品被私人化。

!"#"! 我们就希望做得老
实一点，保守一点，好就是好，不
好就关掉，捐赠人的钱，志愿者
的时间都需要得到善用。北京经
纬学校和北京向上小学图书室
都是去年底停止的，之所以运作
得不理想，有多方面原因，一是
学校生源不稳定，二是学校本身
受政策影响，办学资质备受质
疑，其中经纬学校所在的校址，
因为纳入了当地的动迁范围，一
直处于寻找新校址的过程中，导
致图书室无法正常开放。

! ! ! !主持人!启明 '.年!是踏踏实实

的 '.年% 可正如你们所说!书本捐了

而不管理!也可能被弃置不用!如何管

理好这些图书室'

张秋平! 这是我们在当地聘用的
图书室管理员每月要填写的月报表。
表上的内容非常详细，分图书室开放
办证情况、图书推荐情况、阅览课情况
等几块内容。图书室开放办证情况也
有一些数据统计，包括借阅总人数、新
办证人数、开放次数、开放时长等。这
是个细致活儿，没有办法做假的。
再来看这份，是管理员年度考核

表，共有 !%项指标，包括图书室是否
按时开放、图书分类和借阅流程是否
规范、图书室是否整洁、反馈是否及
时、工作效率等等。

方志燕!建立这些考核制度，是我
们加强图书室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后期管理是非常耗时间的，我们每周
都会与管理员进行电话沟通，了解他
们的工作状态、图书室开放情况、活
动参与情况。很多老师刚上手时，压
力比较大，没有头绪，我们会放慢项
目进度，先帮老师建立信心，再逐步
提高要求。

!"$"!其实，所有的管理措施和
开展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图书馆的利
用率。但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图书馆的
增多，每个学校图书室的利用率和管
理水平参差不齐。接下来，我们打算根
据各图书馆的使用情况，将图书馆分
级。好的，会投入更大的资源
去支持。一般的，加强优化。差
的，根据情况维持或撤出。

! ! ! !主持人!这样看来!启明负

责建立制度并进行回访! 具体

落实还是要靠当地的老师% 可

以说! 老师在整个项目进行的

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半亩!是的。任何帮助乡村
教育的公益行为，都只是外因。
真正能改变现状的主力军，是乡
村教师。我们开展的任何活动，
都需要乡村教师们的理解支持，
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乡村里有
想法的校长与老师并不少，而我
们的任务，就是从选点开始，发
现并珍视这些老师，和他们建立
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把适合他们
学校情况的项目建设落地。

所以，我们前期考察学校
时，先由做得比较好的图书室
所在学校校长推荐，然后会去
当地考察，与校长老师深入沟
通，能达成一致的，我们会纳入
推荐表，在适当的时候建立新
的图书室。前期选择上的谨慎，

能相对保证后续的顺利。
申刚! 我们学校的图书室

就是通过邻校推荐，在 !%$$年
(月建立起来的。启明第一次就
投放了 )%%%册书，之后每年更
新 )%%册。启明的考核办法的
确很严格，这是他们对工作的
负责，若说对老师的工作没有
影响，那是不客观的。

怎么平衡日常教学和图书
室管理工作，我们对此有两点
考虑，一方面，和老师的付出相
比，学生的收获更大，以前学校
图书室里过时的旧书，不适合
孩子们阅读，甚至有讲种植、养
殖的。而学生们特别喜欢看科
幻、冒险、益智、故事类的图书。
看的书多了，眼界开阔了，这点
我最有体会。我是语文老师，我
发现学生们在作文中会引用到
一些典故，那都来自于书本。

另一方面，我们会根据学
校的实际情况对图书室的开放

规章做些微调。比如我们学校 '

个班，每天全天开放图书室的
话，利用率并不高。况且我本人
每周还有 $&堂课，实在忙不过
来。所以我们每周向每个班级
开放一节课的时间，低年级的
学生可以在图书室里阅读，高
年级学生除了阅读，每人还能
外借两本书，还要求他们写读
书笔记。这些调整我们都会和
启明沟通好。

张秋平! 只要图书室能正
常开放，我们支持学校按照各
自情况制定规章，缓解管理员
老师的工作压力。比如，我们鼓
励老师带领有责任心的高年级
同学一起做一些基础工作，由
老师负责开门，小管理员负责
维持秩序，进行登记。举行年度
活动时，我们希望经由校长向
全校布置工作，而不是由管理
员来动员，这样也可以缓解老
师的工作压力。

! ! ! !主持人!!..)年底!启明明

确了自己的定位(((不只是一

个图书室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

活动中心! 引入丰富多样的读

书$ 艺术活动来促进和引导阅

读%由图书室转型成文化活动中

心!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创新'

%"$"! 是创新，也是必然
吧。做乡村图书室的很多，也不
乏常年锁着门、书都积满灰的。
我们希望让图书室成为一个公
共基地，或文化平台，大家常
来，喜欢来，必然就多了借阅的
可能性。就像超市促销，来了自
然就会买点东西回去。

张秋平!在去年的调研中，
我们发现借阅情况参差不齐。一
半图书室人均年度借阅量低于
(本，也有人年均借阅量达到

$(*!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是没有良好的阅读氛围，无法养
成阅读习惯；二是缺乏引导和帮
助，不知道该读哪些书。所以，我
们去年设立了“爱阅读”项目，计
划在安徽郭寨小学实施 )年。我
们选用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结
合音乐、美术、戏剧等教学手段，
用有趣活泼的方式激发孩子们
的阅读兴趣。我们的志愿者袁莲
老师每学期来到乡村学校，手把
手示范教学。

申刚!袁老师每次来一周，
上 $%多节课，学校的语文老师
都会听课。每节课介绍一本书，
以绘本为主，主要针对四年级
以上的高年级学生。

以袁老师提供的教案为模
板，我们的老师加入自己的经验

开展授课。到今年 (月，我们学
校的常峰老师完成了 $%多节以
不同类型书籍为课本的阅读课。
比如介绍绘本《求雨》，孩子们列
队一起唱《求雨谣》。学生们特别
喜欢这些别开生面的语文课，感
觉就像玩一样，没有作业的负
担。我们还让高年级学生在领会
书本内容后，讲给低年级的小朋
友听。当孩子的阅读兴趣养成
后，就不担心他不会找书看。

我们给参加授课的老师一
定的补贴，但这些被动的刺激并
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希望老师能
把眼光放远，转变观念。孩子们
的进步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但
我们要相信，读书对孩子的未来
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不能
“生产”高分低能的学生。

只捐不管很容易
又捐又管却很难&

! ! ! !管理制度!周
通话%月报%年考核'

公益行为只是外因 真正改变要靠乡村教师
%

数量不重要&不好就关掉
(

转型成文化活动中心是一种必然
)

! ! ! !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面临两

大难题!一是筹资!二是人手%

启明书社成立 '.年! 运营已

经进入一个较为成熟和稳定的阶

段! 年均运营支出近 #.万元% 去

年! 启明书社的筹资呈大幅增长!

达 %*万余元! 是 !.'! 年的 ! 倍

多%

公益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虚

晃一枪的形式!真正的公益需要落

到实处!并且延续发展% 启明书社

努力 &接地气#(((了解农村孩子

的真正需求!更了解自己的公益目

标!不急不躁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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