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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十三届全国
政协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专门协商
机构职能责任、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要
求推出的一项履职创新举措。

2020年4月23日，全国政协举行
委员读书活动启动仪式，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批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近一年来，读书
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书学
习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落实汪洋
主席和全国政协党组要求，努力打造
读书交流平台，吸引和助力委员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着力推动书香
政协建设。

如今，委员读书活动已进入第四
期。从无到有，从个群试点到全面展
开，每一期都有新进展、新成效。读
书活动在探索中前进，在巩固中提
高，呈现出委员参与面不断扩大、活
动方式不断丰富、地方政协不断跟进
的良好态势，初步形成以全国政协为
引领、制度机制为保障、线上线下相
协同、读书履职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为“书香政协”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也为人民政协提高双向发力水平
注入了积极动力。

■“试水之作”引发读书热潮
适应互联网时代大势更好履

职的新要求

2020年2月20日至4月23日，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
永新发起“防控疫情读书会”，委员们
首次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网
上书院开始共同读书、线上交流。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试
水之作”，它肩负着探索方法路径、总
结经验的任务。读书会采取委员“线下
读书、线上交流”的方式。彼时正是国
内新冠肺炎疫情异常严峻的时刻，读书
会选择《逼近的瘟疫》《病毒来袭》《生
命的法则》《人类的终极问题》为共读
书目，让委员们通过阅读了解病毒产
生、传播的机理和危害，了解历史上抗
击病毒的方法措施，以正确认识人和自
然的关系，增强抗击疫情的信心，更好
地把握自然规律，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
能力。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这种不
受时空限制的全天候、全覆盖、扁平化
的履职方式越来越显现出明显的优势。
委员们的发言既有读书的心得体会，也
有对疫情防控的建议性思考，大家普遍
反映读和不读不一样，读书能促进思
考、凝聚共识。这正说明了做好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就必须强化互联网思
维，主动触网、积极学网、善于用网，

而读书会的发起，为委员读书活动的
正式启帷，推动形成线上线下相结
合、读书履职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奠定
扎实基础。

■第一期实现良好开局
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

平的新平台

2020年 4月 23日至 7月 3日，第
一期委员读书活动正式启动。读书活动
共开设11个读书群，选取19种图书，
主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科技、民族等多个领域，委员们可
根据自身需要和兴趣自愿入群。各读书
群紧扣读书主题，制定了扎实读书、依
次展开、逐渐深入的计划安排，并设置
一名委员“群主”引导群内发言，同时
邀请相关委员、专家、图书作者进行分
章或分领域导读，分享读书心得，调动
读书的积极性，增进阅读的深入性。

“把书读薄了，把人读厚了；把书
读旧了，把人读新了”。在本期读书活
动中，读书平台作用逐渐凸显，特别是
在推动委员读书与履职实践相结合方
面，11个读书群朝思考用力，向履职
聚焦，比如，“减贫在行动”群、“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群，配合专题
议政开展读书活动，体现读书议政特
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群深
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增强
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提出了许多很
好的工作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
应。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全国两
会期间，一些委员的提案、建议就是在
读书平台上思考形成的。为促进委员读
书成果转化，读书活动指导组办公室创
设了《读书简讯》，及时反映委员读书
成果。通过各读书群和专委会收集整理
读书成果，积极拓宽信息报送渠道，利
用提案建议、政协信息等形式，不断扩
大读书活动的影响力。

书卷常开、灯火不熄。委员读书热
情高涨，网上书院书香四溢，“晨读”

“夜读”“节假日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委员们如是评价：全国政协搭建了
一个365天、24小时不落幕的学习交
流和履职平台。

■第二期探索更多读书溢出方式
做好界别群众工作、扩大团结

面的新探索

2020年 7月 3日至 9月 30日，第
二期委员读书活动启动。本期读书活动
形式上更加灵活，在内容上也有所创新
——在11个读书群之外增设了不限讨
论主题和共读书目的“漫谈群”。

漫谈，形“漫”而神聚、形散而神
不散。“漫谈群”一经开设，就吸引了
众多委员进群“报道”。一方面，委员
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热聊”；另一方
面，群主会引导读书秩序，把握节奏，
定期设置议题供委员们参考。这其中，
既有委员们对西藏佛学发展、中美关
系、中华文明等宏大主题的讨论，也会
看到“漫谈群”的即兴赋诗和其他主题
群的切磋辩论。正因为“漫谈群”的独
有特色，一直持续至今。

委员读书活动，搭建了与界别群众
沟通交流的桥梁。有的读书群把线下交
流活动搬到高校、科研机构举办，有的
还结合读书主题组织委员赴农村、企业
考察。从实践情况看，第二期群主读书
溢出意识更强。比如，“人口发展”“走
近台湾”“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等读
书群，群主积极策划、梳理、报送委员
读书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
门的重视和关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群，发挥政协跨界
别、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优势，联合
开展线上跨群交流。“乡村振兴”群率
委员深入基层农村开展线下调研。“学
习民法典”群先行先试，与人民政协报
开展全媒体宣传合作，在群主和导读委
员共同策划下，采取案例教学、视频问
答、图表漫画等形式开辟网络专栏，在
线解释民法概念并回答网友问题，相关
报道在各大网络平台每周阅读量达到

“百万+”，社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本
期委员读书活动的知名度、影响力在社
会上得到进一步扩展。

■第三期联动读书方式
培育协商文化和提高协商能

力的新途径

第三期读书活动从2020年9月30
日开始至2021年 1月 7日。在总结深
化前两期读书活动经验基础上，本期读
书活动继续改进创新，各方面工作又向
前迈进了一步。截至2020年 12月 23
日，登录网上书院委员已达1808人，
委员参与率接近85%，发言量超过12
万人次，浏览量超过92万人次。

本期亮点是首次设置地方政协委员
读书群，邀请浙江、湖南两省政协作为
试点单位进入网上书院，据统计，期间
有1000多位省级政协委员在线发言2
万余次，近800位全国政协委员进入地
方读书群浏览，其中110多人在读书群
发言，进一步加强了同地方政协的联系
互动。

从讨论交流深度来看，每个读书群
更加重视讨论交流环节，鼓励同一话题
下不同观点的碰撞。比如，“漫谈群”

密集增加线上专题讲解和讨论，邀请王
蒙先生畅谈读书体悟，陈薇院士分享抗
疫经历，陈晋同志讲说毛泽东读书，还
专门设置文明认定标准、家庭教育、民
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题目引导委
员深入交流交锋。“数字经济”读书群
把线上交流与线下考察相结合，组织委
员走访多家研究院、企业，就虚拟经
济、数据产权、数字安全等前沿话题深
入研讨，关于新基建的讨论是“先有路
还是先有车”的问题，持续引发委员热
议。“人工智能”、“乡村振兴”读书群
把讨论与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
等协商议政活动结合起来，突出讨论重
点，合拍议政活动，为委员知情明政、
在线议政创造了条件。

读书活动是一种“不见面”的平台
和“无领导”的讨论，这种平等议事、
有来有往、良性互动、层层深入的氛
围，正是协商文化培育的试验田和天然
沃土。

……
2021年1月14日，全国暨地方政

协委员读书经验网上交流会在北京召
开，目的是总结委员读书活动启动以来
阶段性成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安
排。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发展，委员读书
活动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指导协调、
组织实施、运行保障等制度机制的“四
梁八柱”基本建立，并不断深化细化。
方式方法、成果转化、社会溢出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当前，第四期委
员读书活动正在进行中，时间为1月7
日至3月31日，期间恰逢全国两会召
开。委员们带着耕读收获，即将共赴春
天盛会，而常伴身旁的读书群里又会酝
酿出怎样的书香？

我们静静期待……

带着耕读收获带着耕读收获 共赴春天盛会共赴春天盛会
——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概述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概述

本报记者 刘彤

“委员读书漫谈群”从 2020 年 7
月 10 日开设，两期漫谈群发言人
数、人次和浏览量一直位居前列，群
内话题多样，氛围宽松，呈现出百花
齐放、美美与共的良好局面。作为第
二任群主和保障团队成员，有几点体
会与大家交流分享：

一、立足漫谈群功能定位，坚持
“形漫而神聚”，形成突出文化特色、
博中有专、以专带博的基本思路。两
期漫谈群共开设了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等 20 余个专题，受到委员的欢迎和
好评。

二、引导委员多读书、善读书、读
好书，为委员读书活动服好务。半年
来，漫谈群形成了 4 期 《委员推荐书
目》 共计 214 本图书，为委员们选书、
读书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积极探索读书交流新形式，推
动培育协商文化关注委员讨论热点、引
导深入互动交流，为建言资政和凝聚共
识双向发力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原文化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

博专相济 自有新篇
丁伟

全国政协党组高度重视委员读书
活动，汪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多次参
加读书活动，给予悉心指导。我参与
了多个读书群组的学习讨论，收获不
少。有三点体会和大家分享：

一是突出政治引领，把准委员读
书方向。

二是发挥专业专长，做实委员读
书成效。同时注重线上学习讨论与线
下走访调研两端发力，引导委员跳出
书本走进实际，将解决实际问题转化
为读书学习的实际行动，转化成实实
在在的履职成效。

三是广泛凝聚共识，放大委员读书
效应。委员读书活动搭建了委员联系界
别群众、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新渠道，
读书群中形成的共识和讨论成果，通过
委员们的对外宣讲、媒体的宣传报道，
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并形成一定舆论导
向，推动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一
定要用好这个渠道，在读书中为我们的
发展“鼓与呼”。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
记）

紧扣履职读书 凝聚发展共识
苗圩

去年，我有幸担任了第三期
“学习中国近代史”读书群群主，
现在连任第四期“社会主义发展
史”读书群群主，自己履职最大的
收获就是得到知识的回报。

一是广学精读，从书本里汲取
智慧。从去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读
书活动启动以来，读书活动已进入
第四期，先后开设了近 50 个读书
群、学习书目 50 多本，都是和当
前工作联系紧密的书籍，为委员读
书学习、履职建言开辟了广阔天
地。

二是紧密联系实际，使读书走
深走实。各读书群紧密联系当前形
势任务和工作实际引导学习，做到

线上线下结合，读书、交流、资政融
合，委员发言生动、接地气，富有真
知灼见。通过读书讨论达成了共识、
凝聚了力量。

三是发挥宣传队作用，营造发展
书香文化。开展读书活动，一名政协
委员就是一个宣传员，通过读书学习
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积极读书，为
建设书香政协、助推书香社会发力。

新的一年，我们要发扬“三牛精
神”，让读书牛年更牛，为建成文化强
国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原驻中央军委训练管
理部纪检组组长，少将军衔）

让读书常学常新
为建成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常信民

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开始实
施。社法委分党组确定以“学习民法
典”作为社法委第二、第三期读书活
动主题。汪洋主席、刘奇葆副主席审
定活动方案，对做好面向社会推出读
书成果工作作出明确指示。

按照读书活动总体方案，社法委
组成了有法律专业背景委员参加的导
读小组，邀请5名参与民法典编纂的
法学专家做顾问并参与交流；社法委
办公室组成读书活动保障工作小组。
同时，与人民政协报社合作，组成由
社法委读书活动负责人、群主、人民
政协报社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的对外工作专班。

“民法典读书群”在政协书院上

线之初，汪洋主席肯定“以案说法
好”，刘奇葆副主席、李斌副主席也
纷纷点赞，委员们备受鼓舞。读书
群 结 束 时 ， 委 员 入 群 发 言 249 人
9002 条，覆盖 34 个界别，共计 119
万字。

目前，政协书院“学习民法典”
活动已结束，面向社会推送还将持续
半年。我们将遵照汪洋主席指示，继
续做好读书成果的对外推送和结集出
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确
保民法典全面有效实施贡献智慧和力
量。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内生”“外溢”齐发力
学法普法双促进

吕忠梅

新冠肺炎疫情异常严峻
的时刻，委员读书会选择了

《逼近的瘟疫》《病毒来袭》
《生命的法则》《人类的终极
问题》四本书。

1 月 14 日，全国暨地方政协委员读书经验网上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图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姜贵东 摄

委员读书活动所选书目委员读书活动所选书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波齐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