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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读书会”兴社区读书之风

摘　要　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16 年前仙霞新村街道诞生了第一个社

区群众读书组织——“晚晴读书会”。随后，街道里的读书会不断发展，队

伍不断壮大，由一个发展到 40 个，读书人员由十多人发展到上千人。

上海率先步入老龄社会，社区居民中老年群众逐年增多，他们由单位

人转变为社区人，迫切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文化活动。仙霞街道

顺应社区居民的需求，于 1996 年 4 月 17 日组建了仙霞社区第一个群众性

读书组织——“晚晴读书会”。读书会成员以社区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

老知识分子为主体，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宗旨，以

提高自身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围绕“社会形势热点 , 街道工作重点 ,

老年生活特点”，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读书活动。

“让夕阳更红，晚晴更美”，这既表达了我们创办老年读书会的初衷

和追求，也体现了“晚晴读书会”的风格和特色。

一、成长历程，跨出三大步

在新形势推动下，仙霞群众读书组织日益壮大，她的成长历程可以分

为三大步：第一步，从 1996 年 4 月 17 日至 2001 年 4 月，为实践阶段，主

要是在实践中提高，在探索中前进。第二步，从 2001 年 5 月至 2006 年底，

为发展阶段，群众读书组织在仙霞 23 个居民区实现全覆盖，在“思想、组

织、内容、形式、成绩”等五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第三步，从 2007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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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时期，为创新阶段，主要是提高整体组织的水平，深化学习内涵，

加强学习型社区建设。

二、开拓进取，实现“四个出”

1. 出成绩。（1）组织不断发展，队伍不断壮大。读书组织由一个发展

到 40 个，读书人员由十多人壮大到上千人。不断邀请刚从教育一线退下来

的教师，加入读书会活动，为读书会注入新的活力。（2）话题内容丰富，

活动形式多样。居民区读书会每年有 40 个不同话题，每年参与人次达 3 万

多，形式有学习、讨论、报告、讲座、知识竞答、征文比赛、书法绘画、

参观旅游等。（3）获取众多荣誉，影响扩至申城。自 2007 年以来获市级

荣誉 10 项，区级荣誉 12 项。

2. 出经验。（1）拓展八个功能，即引领导向功能、求知明理功能、桥

梁纽带功能、参与监督功能、参谋智囊功能、休闲娱乐功能、交流示范功能、

凝聚辐射功能。（2）处好十个关系，即自愿与守则、性质与定位、内容与

形式、一元与多元、领导与自治、提高与普及、服务与建设、发展与提升、

集中与分散等关系。（3）制定优秀团队和优秀个人条件。优秀团队要“正

确定位、遵守规则；活动正常、成效显著；快乐学习、团结合作；领导重视、

群众满意；管理有序、富有特色；数据可信、材料生动”。优秀个人要“学

习好、实践好、成效好、影响好”。

3. 出成果。2009 年，结合国庆 60 周年，组织征文选编《我读书、我

快乐》（获优秀文章 30 篇）；2010 年，结合上海世博会，组织征文选编《世

博为我打开一扇窗》（获优秀文章 32 篇和优秀诗文 25 篇）；2011 年，结

合建党 90 周年和仙霞“晚晴读书会”成立 15 周年，组织征文，至今共出

了五期《仙霞书苑》。

4. 出人才。社区是藏龙卧虎之地，居住着一些素质高、造诣深的“五

老”人员和离退休专业人士，通过 “读书”这个载体，把他们吸引过来，

一则让他们的晚年过得充实、快乐和幸福；二则让他们的知识、才能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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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经验更好地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四台”“一网”，呈现新亮点

近两年来，街道按照“整合资源、健全组织、创新载体、全面推进”

的工作思路，通过“四台”“一网”凸显学习型社区新亮点，形成人人皆学、

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区框架，进一步深化社区群众性读书活动，

使之“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四台”：1. 搭建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的群众性读书组织是学习型社

会构建的主要要素。在街道和居民区发展群众自己组织的各种学习团体，

让他们在自我教育、自我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在活动中互动、互补、互进。

2. 举办百姓讲坛。内容从时政形势，发展到文化艺术、社区建设、老年保

健四个板块，发挥思想引领、知识传播作用。3. 开展研讨论坛。旨在激活

思想、启迪智慧、促进交流、坚持特色、发挥优势、创新成果。4. 打造大

型舞台。重点是表彰先进，展示风采，推进发展，促进和谐。

“一网”：街道大力建设以信息化服务为基础的数字社区，拉开了采

用新技术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序幕。我们建有自己的门户网站，推出了书香

网、数字课程点播平台、视频讲座系统和远程教室四个项目。迄今，在“学

在数字长宁”网上，注册的居民人数达 25000 人，学习时间达 74000 多小时，

在长宁区名列前茅。

“四台”“一网”的加强，进一步推进了仙霞街道建设学习型社区向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纵深方向发展。

四、领军人才展现“四特质”

社区群众读书活动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群众的

支持，离不开一批深受领导肯定和群众信任的社区读书活动优秀组织者。

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令人敬佩的先进特质：一是热爱社区读书工作，为搞好

社区读书活动，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二是社会责任意识强，为推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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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群众读书活动，尽心尽责，始终如一；三是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为提升

学习内涵，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他们将“服务能力”着眼于不断提高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四是无私奉献，把快乐带给大家，把辛劳

留给自己，用智慧和魅力团结一班人，带动一批人，影响一群人。

他们既是组织者、引领者，又是实践者、探索者，更是拓展者、推动者。

他们是仙霞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五、领导重视，体现“五到位”

适合老年特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办好读书会的前提；社区干部、

群众热情支持、当好主人是办好读书会的基础；确立核心骨干、规范运作、

周密安排是办好读书会的关键；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切实支持是办好

读书会的保证。

1. 认识到位。坚持把社区群众读书活动作为提高市民素质和社区文明

程度来抓，作为建设学习型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抓，作为共建共享“精

神家园”的基础性工程来抓。

2. 组织到位。通过各级组织和居民区党组织选好用好社区读书团队的 

“领军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读书活动中的组织作用，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

3. 保障到位。提供必要的经费、场地、茶水，适当组织参观旅游，举

办好走出去、请进来等活动。

4. 指导到位。如社区读书节、重大节庆活动等，领导深入现场指导、

指挥。

5. 机制到位。“晚晴”中心组和读书会每月活动各一次，居民区读书

会组长工作例会每季一次，社区读书指导委员会，每年活动两次，社区读

书节，每年举行一次， 2002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届读书节。

仙霞社区群众读书活动 16 年长盛不衰，越办越好，最重要的一条是 “领

导关怀重视，组织有效管理，群众积极参与”，坚持“三位一体”，长期

不懈努力，创造了一个成功范例。读书会的成长发展历程，为辖区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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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运行机制，

提供了一种良好模式。

供稿：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

编写：王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