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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杭州市滨江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政协办〔2020〕15 号 

 

 

关于转发《杭州市政协委员读书 

活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区政协各专委会、界别、联络处，全体区政协委员： 

现将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政协委员读书活

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政杭办发〔2020〕8 号）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是政协委员增强履职本领、

提高建言质量的内在要求，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凝聚共识

的有效途径。今年 4 月 23 日，全国政协启动委员读书活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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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协主席汪洋提出政协委员要多读书、读好书，建设“书香政

协”。5 月份以来，省、市政协先后组织开展了委员读书和学习

培训活动，并对基层政协开展读书活动提出指导性意见。区政协

高度重视读书学习，依托“每周一学”制度，开设“每月一讲”、

“每月一荐”，并通过政协掌上履职平台设立学习交流栏目，在

议事厅、委员工作室设置委员书架，大力推进“文化机关·书香

政协”建设。 

各专委会在抓好自身读书活动的同时，要主动联系指导好相

关界别和联络处委员的读书活动，做好相关活动的服务保障。各

界别召集人、联络处主任和委员工作室领衔委员是委员读书活动

的示范带头人和具体组织者，要根据读书活动需要，通过微信、

钉钉等平台建立读书群，结合协商、调研、视察等活动，引导鼓

励委员开展线上线下读书、荐书、讲书、评书等活动，满足委员

多方面获取思想文化和各类知识的需要。全体区政协委员要积极

参加读书活动，推荐优秀书目，分享读书心得，努力把读书的收

获转化为做好政协工作的过硬本领。 

 

 

政协杭州市滨江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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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实施方案（试行） 

 

为建设学习型政协，提高委员履职能力，参照全国政协和省

政协做法，市政协在全市委员中开展读书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读书学习的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打牢团结奋斗的

思想政治基础。着眼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发扬人民政协自

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组织引导全市政协委员通过多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

更好地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为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展现“重要窗口”的“头

雁风采”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二、基本要求 

1．选读书目应把握正确导向，坚持理论性、知识性、前沿

性、针对性，紧扣当前国际国内大势，反映人民群众普遍关切，

兼顾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综合选取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

事、民族、宗教、祖国统一、对外交往等领域书籍，满足委员多

方面获取思想文化和各类知识的需要。 

2．坚持守正创新，拓展形式载体，将传统读书方式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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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智慧履职平台相融合，以书为单元组织读书群，开展线上

线下读书、荐书、讲书、评书等活动，增强读书活动的效果和示

范效应。 

3．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书与履职相结合，以读书提

升履职能力，以读书促进共识凝聚。提倡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积极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4．读书活动面向全体市政协委员，并邀请各区、县（市）

政协委员参与，按照自愿和组织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线

上与线下相协同的原则，形成着眼界别、跨越界别，深耕专业、

跨越专业，市区两级政协联动的读书学习格局。 

三、基本形式 

通过设立网上读书栏目，改进求是讲堂，建立委员书房（书

架），举办读书沙龙，形成多形式的读书体系。 

（一）以杭州政协智慧履职平台为载体，设立线上读书栏目 

1．发布读书信息。刊登相关专门委员会举办学习座谈会、

委员读书活动等各类委员学习的活动情况；发布荐读书目，接受

委员在线报名；提供电子图书在线阅读，与杭州图书馆、杭州出

版社、咪咕阅读、晓风书屋等合作，共建电子书库；提供有声读

物，与杭州文广集团、华语之声等合作，提供经典名篇诵读音频，

以及领读人或委员优秀读书音频。 

2．征集荐读书目。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在广泛征求本专

门委员会委员和联系的委员工作站领衔委员意见建议基础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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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组推荐 1-3 本备选书目（附内容摘要和推荐理由）。指导组

根据读书活动需要，每季度在相关委员会推荐的备选书目中选择

2 本合适的书籍确定为荐读书目，适时向市政协委员和各区、县

（市）政协发布。 

3．建立委员读书群。相关专委会根据指导组确定的书目，

在杭州市政协智慧履职平台建立流动读书群，开展对应书籍的阅

读活动。委员根据自身情况，分期分批加入相应读书群参与阅读

活动，每位委员每年至少选择 1 本书籍参与阅读。相关专门委员

会在读书群确定 1 名群主和 1 名领读人，群主负责组织线上线下

读书活动，领读人负责领读和解读书籍内容。群主可由专门委员

会副主任担任，领读人可由推荐该书的委员担任，相关专门委员

会做好协调工作。市政协相关领导和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对对应读

书群加强指导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保障读书群活动更好开

展，各读书群规模原则上不超过 200 人。 

每季度轮流安排 3-4 个区、县（市）政协参与市政协读书活

动，每个区、县（市）政协组织 30 名左右的委员参与读书活动。

市政协各委员工作站可参照读书群做法，通过微信、钉钉等平台

建立读书群，组织工作站委员开展读书活动。 

（二）利用已有学习阵地，办好现有“求是讲堂” 

继续办好“求是讲堂”这一常态化委员集中学习载体，进一

步丰富讲座内容，创新讲座形式，提升讲座质量。由市政协办公

厅、研究室、相关专门委员会承办，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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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一般每 2 个月举行 1 次。 

（三）营造良好读书环境，建立方便可及的委员书房 

与杭州出版社、杭州图书馆、晓风书屋等单位合作，在杭州

市文史研究馆设立委员书房，提供纸质和电子书籍并定期更新。

在有条件的委员工作站可设立委员书架，提供学习书籍。 

（四）创新读书交流形式，举办灵活多样的读书沙龙 

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各界别小组和委员工作站，根据委

员读书活动需要，适时举办读书沙龙，研讨读书内容，分享读书

心得，深化读书成果，进一步扩大交流、凝聚共识。读书沙龙可

在市政协机关和各个委员工作站举行；或走入杭州书房以及书店、

书院、文创机构、街道（社区）文化馆（室）等特定场所；也可

结合市政协“‘六送’服务基层和群众”活动，在农村文化礼堂

举办。 

四、组织实施 

（一）组织机构 

成立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由市政协分管副主席担任

组长，市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工

作委员会负责人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各区县（市）政协分管副主席和智库专家组成（由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推荐 4 名智库专家），统筹指导委员读书活动。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做好读书活动的日常工作，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办公室承担指导组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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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分工 

1．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指导组办公室）负责落

实指导组任务要求，汇总和统筹荐读书目，起草读书活动计划，

购买相关书籍，汇总委员读书情况，做好与区、县（市）政协和

合作单位的联络工作，加载读书栏目的相关内容，做好“求是讲

堂”及委员书房、读书沙龙等相关协调工作。 

2．相关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委员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除外）

负责征集备选书目和图书发放，确定群主和领读人，收集读书活

动情况，将市政协委员参加读书活动情况录入履职系统，将区、

县（市）政协委员参加读书活动情况反馈至各区、县（市）政协

（包括参加活动次数、发言次数和内容等），收集呈报委员在读

书活动中的重要意见建议，提供相关读书信息，做好承办的“求

是讲堂”筹备工作，组织本委员会的读书沙龙，做好相关活动的

服务保障。 

3．委员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做好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的

统计和履职计分，指导有条件的委员工作站建立“委员书架”。 

4．办公厅行政处负责做好相关经费保障。 

5．研究室宣传处负责相关活动的宣传报道，包括在《杭州

政协》、杭州政协新闻网、杭州政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刊登优秀

学习成果。 

6．市政协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做好相关信息技术保障。 

（三）表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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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鼓励全市政协委员参加读书活动，将委员读书情况纳入

履职统计，对积极参加读书活动的委员适时予以表扬奖励，鼓励

委员更好地参加读书活动。 

 
 

 

 

 

 

 

 

 

 

 

 

 

 

 

 

 

 

 

 

 

 

 

 

 

 

 

 

 

    

抄送：区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区委办、区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 。 

政协杭州市滨江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 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