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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度本部门参与的项目 

项目名称  参与的工作内容 参与形式 

流动书箱  新建书库 主导执行 

流动书箱  书库运营 主导执行 

    

 

二、2019 年度本部门主导的项目工作总结（若本部门有主导多个项目，请按不同项目分别进行总结） 

 

（一） 项目概况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下称：满天星公益）自 2012 年起一直专注在乡村儿童阅读推广工作

的一线，主要通过县域儿童阅读推广联盟的项目模式，聚集一批认可儿童阅读重要性的校长及教师，

提供合作建设乡村小学公益图书馆，同时开展教师培训和书香校园阅读活动，以达到提高乡村儿童阅

读资源和质量的目标。 

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阅读课程日益受到学校的重视，但受限于阅读材料的欠缺，整本

书阅读及主题阅读的课程难以开展。同时，一个镇中心小学下辖有 8-15 个村小，村小/教学点无人力精

力建设与运营学校图书馆,学校期待有优质且便捷的阅读资源可以触达到学生. 

流动书箱项目以“共读分享、循环阅读”为服务宗旨，精选了国内外的精美绘本和童书放置在书箱

中，为了加深阅读体验，还为教师配备了阅读课程工具包。我们期望以流动借阅书箱的方式让阅读资

源匮乏地区的儿童也能享受优质的童书资源，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找到更出色的自己。 

 

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左：天堂镇中心小学书库点   中：图书+书箱   右：老师们现场了解书

箱） 

 

（二） 项目大事记 

时间 
内容 

新建流动书库 运营回访 

2019 年 1-4 月  
3 月回访郁南县连滩镇书库，洽谈物流解

决方案；系统研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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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5 月回访郁南县千官镇、新兴县新城镇书

库 

2019 年 6 月 
启动年度新建书库工作，组建内部工作

组 
上半年运营情况汇总分析 

2019 年 7 月 

实地考察潜在合作对象：新兴县天堂镇、

六祖镇； 

内部评审、确定合作、下发建库邀请 

7 月出差郁南县连滩镇、千官镇，洽谈

物流解决新方案 

2019 年 8 月-9 月 执行采购、书目筛选更新 物流方案试行 

2019 年 10 月 新建书库启用仪式 新兴县新城镇书库回访 

2019 年 11-12 月 撰写总结报告 新兴县天堂镇、六祖镇书库回访 

 

（三） 项目产出和成果（数据数表+活动图片+文字介绍） 

1. 新建流动书库 

2019 年 6 月，满天星公益组织召开 2019 年度流动书箱项目内部启动会，确立 2019 年新建书库 2

个。基于阅读推广开展现状，初步选定新兴县天堂镇、六祖镇作为新建考察对象。 

7 月，项目组成员实地前往书库进行考察，并将考察情况向项目组进行了汇报；经项目组成员一致

同意，确定 2019 年与新兴县天堂镇、六祖镇合作建立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书库点。 

序号 区域 项目点名称 完成时间 

1 
广东云浮新兴县 

天堂镇书库点 10 月 

2 六祖镇书库点 10 月 

截至 10 月，已按计划完成新建书库点 2 个。 

 

2019 年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_新建书库物资配置信息 

启用日期 书库所在地 图书（册） 
书箱

（个） 

覆盖学校

（所）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中心小学 6000 册 200 个 12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广东省云浮市六祖镇塔脚小学 

（镇教办所在地） 
6000 册 200 个 9 

 

1 . 1 新建书库情况 

1.1.1 新兴县天堂镇书库 

新兴县天堂镇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书库，设在天堂镇中心小学教学楼 1 楼，场地面积约 48 ㎡，原

为学校储物室，经改造后用于设立书库存放流动书箱。天堂镇书库共覆盖 12 所小学：天堂镇中心小学、

天堂镇内中小学、天堂镇五东小学、天堂镇东震小学、天堂镇五一小学、天堂镇第十营小学、天堂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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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小学、天堂镇内东小学、天堂镇元头岗小学、天堂镇五二小学、天堂镇五西小学、天堂镇梁鸿楷小

学，受益学生逾 3602 人。此前，仅有天堂镇东震小学、天堂镇五一小学、天堂镇沙湾小学三所学校建

立了满天星公益图书馆，该书库的建立，让镇上其他 9 所未建立公益图书馆的学校也能获取到优质图

书，进一步提升该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该镇中心校黄校长希望积极推进辖下学校加入阅读联盟并

申请相关的活动课程，对阅读工作十分支持。该镇的黎世香老师是满天星公益教师培养计划的种子教

师，长期积极参与相关阅读培训及活动，有一定的阅读活动组织基础及阅读累积。 

 

上图：左-实地考察     中-书库实景     右-启用仪式 

1.1.2 新兴县六祖镇书库 

新兴县六祖镇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书库，设在六祖镇塔脚小学行政楼 1 楼，场地面积约 60 ㎡，原

为学校活动室，经改造后用于设立书库存放流动书箱。六祖镇书库共覆盖 9 所小学：六祖镇中心小学、

六祖镇官洞小学、六祖镇夏卢小学、六祖镇中和小学、六祖镇十里小学、六祖镇船岗小学、六祖镇龙庆

小学、六祖镇塔脚小学、六祖镇集西小学，受益学生逾 2805 人。此前，仅有六祖镇官洞小学建立了满

天星公益图书馆，该书库的建立，让镇上其他 8 所未建立公益图书馆的学校也能获取到优质图书，进

一步提升该镇乡村儿童的阅读品质。该镇中心校梁校长一直以来对阅读工作十分支持，也非常认同满

天星公益为当地所做的努力。该镇的冯丽清老师是满天星公益教师培养计划的种子教师，长期积极参

与相关阅读培训及活动，有一定的阅读活动组织基础及阅读累积。 

 

上图：左-实地考察     中-书库实景     右-启用仪式 

 

 

2. 运营&回访 

流动书箱书库点进入正式运营之后，主要的运营管理者为学校校长和书库管理员，项目人员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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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借阅系统后台、微信社群、电话联系，实地回访等方式进行运营情况的跟踪与监测工作。 

2.1 借阅量数据（2019） 

目前在运营的 5 个书库，均可通过借阅系统实时了解书箱流动和使用情况，从借阅记录查看书库

内各校借阅的时间和频率，了解活跃的学校和流通率最高的书箱排名。以下是根据借阅系统统计的全

年（2019）各书库点书箱流通情况： 

2.2 实地回访 

在流动书箱项目合作使用期内，项目人员每年需到其负责的项目区域书库点进行实地回访，一般

每学期一次。实地回访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考察镇内书箱的整体使用情况、图书和书箱损耗情况、与

校长及书库管理员交谈，了解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 

针对 2018 年建立的 3 个流动书箱项目点 ，项目人员分别于今年 3 月、5 月、7 月及 10 月在两县

各项目点进行了两次回访工作。 

郁南县分别回访了连滩镇和千官镇书库点；其中，连滩镇书库整体运营状态良好，镇中心校校长和

书库管理员老师对项目运营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各校借阅积极，对项目认可度高；千官镇书库

所用流动书箱资源原属于郁南县都城镇，鉴于都城镇中心校暂无空间设立书库，书库一度分别放置于

都城镇县图书馆和锦江小学管理，因无合适人员进行书库管理，整体运营情况不佳。经过与郁南县教

育局、都城镇中心小学总校长、千官镇中心小学总校长等多方沟通，最终决定把书库整体迁移至千官

镇，书库点设置在中小小学，于 2019 年 5 月初完成了书库整体搬迁工作，并立即投入给镇内 11 所学

校流动使用。书箱投入使用后，基于千官镇中心校扎实的阅读推广基础和良好的运营管理，项目运作

出色，镇内各校对书箱项目认可度高，该镇也是最早与满天星合作执行物流运输解决方案的项目点。 

序

号 

县

域 
项目点 书库所在地 

覆盖

学校 
建库时间 借阅量 运营周期 

月/校均 

借阅量 

1 
郁

南 

连滩镇 中心小学 16 2018.10.25 399 箱 
3-6 月 

9-12 月 
3.1 箱 

2 千官镇 中心小学 11 
2019.05.07 

（从都城移库） 
436 箱 

5-6 月 

9-11 月 
6.8 箱 

3 

新

兴 

新城镇 昌桥小学 12 2018.10.25 217 箱 
3-6 月 

9-11 月 
2.6 箱 

4 天堂镇 中心小学 12 2019.10.16 229 箱 10-12 月 6.4 箱 

5 六祖镇 

塔脚小学 

（镇教办所在

地） 

9 2019.10.16 408 箱 10-12 月 15.1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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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回访了新城镇书库点，基于书库试点建立之初，镇中心校没有空余的场地，经县教育局尹伯权

主任推荐，最终把新城镇流动书箱书库设置在新城镇昌桥小学。昌桥小学是县城郊区的一所村小，距

离中心校约 2km 车程，交通便利。但由于该校非中心小学，缺乏相应的行政权力，难以调动镇内其他

学校借阅的积极性。另外，书库运营缺乏相应的物流运输解决方案，让部分有借阅书箱意愿的老师望

而却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新城镇书库运营效果相对欠佳。为了进一步解决以上相关问题，提升书库

运营效果，机构 COO 黄凤平带领项目小组成员于 10 月中前往实地，与县教育局教研员、新城镇总校

项目负责人、昌桥小学校长等对项目进行了重新规划，结合新城镇实际情况，决定把原有书库拆分成

四个子书库，书库间定期进行书箱交换，以解决整体流动性不强的问题。目前该方案正在试运行中，解

决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 项目经验（优势+不足） 

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项目启动于 2018 年 10 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建设和运营，逐步具备了扩大

项目规模的条件。对比 2018 年，今年新建项目过程做了一些新尝试，让项目得以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另外，由于项目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项目成熟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也有一

些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本年度工作情况，项目人员作出以下总结及建议： 

1. 项目亮点 

1.1 项目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2018 年属于项目起步阶段，从项目点的选择，到书库建设，再到项目运营等，都是一边摸索一边

施行，项目运作有了大致成形的流程。鉴于项目所处的特定时期，其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程度不高。 

基于去年的运行经验，2019 年从项目规划、项目选点、项目实施、项目运营等多方面进行了优化，

让项目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优化内容如下： 

组建机构内部流动书箱项目管理团队，确立项目 PM 负责制，并由项目 PM 牵头组建项目执行团

队，从组织架构和执行层面给予项目更充分的支持； 

项目选点由原来的内部推荐+意向确认+合作建设，优化为内部推荐+项目实地考察+管理团队评审+

意向确认+合作建设；在原有基础上，新增项目实地考察和管理团队评审两个环节；通过项目实地考察，

便于真实了解书库放置场地、合作方合作意愿、潜在项目风险等，形成实地考察汇总意见提交给项目

管理团队，由管理团队进行项目合作决策，进一步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项目建设完成后，召开正式的书库启用仪式；启用仪式会邀请县教育局、理事代表、镇内小学校长、

语文科代表等到场，现场加强对流动书箱项目意义、项目目标和操作方式等宣贯，以确保项目在落地

后，第一时间能投入使用，让更多的乡村老师和孩子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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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项目管理团队会议     中-实地考察     右-启用仪式 

1.2 物流运输解决方案落地 

随着流动书箱项目的不断运营发展，项目人员发现，书库建立后书箱的物流运输问题成为了项目

发展的一大拦路虎。最早一批建立的项目点，物流运输由各校安排专人（可能是普通老师，也可能是校

长本人）上门到书库点进行借还。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耗费较多人力财力，不少学校（特别是距离书库

点较远的）渐渐失去了借阅的热情和动力，从而降低了项目的整体效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项目人员通过电话、微信、实地回访等多种方式与项目点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沟

通，制定了不同版本的物流解决方案，包括货拉拉运输、包干到校、聘请当地货车司机等。 

截至目前，郁南县千官镇书库试行包干到校物流解决方案，新兴县六祖镇书库聘请当地货车司机

解决物流运输到校。经过多方长时间的努力，物流运输解决方案终于得以落地试行，千官镇和六祖镇

两个书库的运营效果也明显优于其他书库。接下来，项目人员将参照现有的物流解决方案，快速推动

其余书库物流运输方案的落地实行，进一步提升流动书箱项目实际效用。 

 

上图：左-书箱出入库记录     中-书箱搬运     右-物流运输 

 

 

2. 项目建议 

2.1 书库点首选镇中心校/教办 

目前已投入运营的五个流动书箱项目点，有四个书库点设置在镇中心小学/教办所在地，仅有新兴

县新城镇书库设置在一所完全小学。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运营，新城镇书库无论是书箱平均借阅量，

还是镇内学校覆盖程度，都属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对此，项目人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其中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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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就是书库点设置在非中心校/教办所在地，项目运营缺乏行政力的牵引，也缺少对周边其他

学校的号召力，以致于项目成效不愠不火。因此，对于后续拟建的新书库，建议首选把书库点设置在镇

中心校或教办所在地，以确保项目落地后的成效。 

2.2 找准项目决策人 

流动书箱项目意在解决某个片区（目前主要是以镇为单位）村小阅读资源不足和阅读课程相关书

籍缺乏的问题，在项目洽谈过程中，需要找准项目决策人，才有利于项目落地后的管理运营工作。如果

以镇为单位，则应该直接找镇中心校总校长进行初期的合作意向洽谈，待合作事项敲定后，再去对接

具体负责推进的项目负责人。否则，项目的整体推进力度会受到明显的削弱，增加项目不确定性因素，

也不利于后期物流解决方案的落地，最终导致项目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