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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文/摄

专题【关注】

如何让公共图书馆落地生根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阅读的重要性， 逐渐走进图书
馆阅读书籍。 然而， 诸如公共图
书馆数量不足、 阅读时间不匹配
等问题， 还是阻碍着更多的人来
到图书馆享受阅读的快乐。 将于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明确了
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任
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要求， 并
对公共图书馆运行管理制度、 应
当承担的服务功能和加强数字资
源建设、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等作了规定。 对此， 政协委员也
建议， 2000人以上的社区都应该
配建书店或图书馆， 政府要给予
财政补贴支持。

【调查】
公共图书馆服务数量不足

提到阅读， 去公共图书馆是
一个不错的场所。 记者通过走访
发现， 市民对公共阅读服务的需
求不小， 同时表示出了对生活圈
内缺少公共图书馆感到不便 。
“要是社区内能有自己的图书馆，
看书就方便多啦。” 家住丰台的
马媛媛很喜欢看书 ， “从上学
时， 就养成了去图书馆借阅的习
惯。 一来是图书量大， 再有很多
买不到的藏书也能看到， 而且很
有阅读氛围。”

但是步入职场后， 马媛媛的
这个习惯就被打破 。 “别说社
区， 我家附近几站地开外， 都找
不到图书馆。 其实， 像我这种希
望在家门口享受公共阅读服务的
人还挺多的。” 对于马媛媛的这
种期望， 退休职工王先生也很有
体会。

“现在小年轻的都喜欢玩手
机 ， 看报纸 、 看书都用手机解
决。 但是我们上年纪的人还是喜
欢纸质阅读。 退休啦， 没事做。
就想到图书馆翻翻书， 但是我家
附近并没有图书馆。 去一趟首图
或者是国图， 要倒几次车。 真是
不方便啊 。” 此外 ， 在调查中 ，
也有不少人表示， 公共图书馆应
该延长开放时间， 方便不同群体
的人走近阅读。

在出版领域工作的北京市政
协委员刘明清表示， 目前北京大
部分的居民社区仍然缺少文化服
务设施， 比如书店、 图书馆等。
他认为， 品质精良的社区书店或
图书馆不仅仅是买书、 看书的地
方， 而是营造社区文化氛围、 改
良社区风气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
更高的意义上讲， 社区书店图书
馆如作用发挥得好， 甚至可能成
为一方居民的另一个精神家园。

对马媛媛和王先生提出的公
共图书馆数量有限的现象， 不少
地方也开始思考并且解决相关问
题， 这其中就包括朝阳区。 朝阳
区图书馆馆长李凯介绍， 朝阳区
传统公共图书馆网络按中心馆、
地区分馆 、 街乡图书馆 、 社区
（村 ） 图书室四级布局 ， 目前 ，
朝阳区公共图书馆已达500余家。

据了解， 四级传统公共图书
馆服务网络， 是朝阳区公共阅读
服务 “四网 ” 之一 。 其中还包
括 ， 以130多台自助图书馆为主
体的城市街区图书馆服务网络覆
盖朝阳主要街区 ； 以电子阅览
室、 共享工程服务点为基础的数
字图书馆服务网络， 实现了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文
化社区、 首都图书馆、 朝阳区图
书馆及第三方特色数字资源的有
机整合； 以及以流动图书馆为主
体的定制化阅读服务网络。

截至目前， 朝阳区通过推进

图书馆总分馆制升级改造， 已建
成13家分馆， 43个街乡实现通借
通还， 构建 “四网一体” 的服务
体系， 建成3家城市书房。 未来5
年内， 朝阳区将在每个具备条件
的社区和村都开设 “城市书房”。
目前已确定的地点有来广营、 孙
河、 三里屯等地区。

【探索】
城市书房让公共阅读引

入社会化

推动图书进社区， 带动全民
阅读之风， 近两年， 政府层面一
直在积极地做着努力， 例如朝阳
区图书馆启动的城市书房建设，
正是公共阅读服务社会化的一种

新探索。
白色的书桌、 黑白亮色的沙

发； 2万余册图书、 10台可上网
的电脑； 低幼阅读区、 免费开放
……今年5月， 新建成的朝阳区
图书馆三里屯分馆时尚又温馨的
阅读服务环境吸引了不少周边居
民前来。

去年4月，朝阳区图书馆启动
城市书房建设， 进行公共阅读服
务社会化的新探索 。 通过社会
化运作， 与北京梦工坊咖啡有限
公司在西坝河东里建成了第一个
“城市书房”———“梦工坊”。 据了
解，目前已经建成三座城市书房，
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间12点，书房
免费接待周围居民借阅图书。

事实上， 早在2014年朝阳区

便在图书馆 （室） 的建设运营过
程中探索引入社会力量。 如建立
了全市首个社区力量参与管理的
朝外街道图书馆， 街道提供设施
与场地 ， 区图书馆配送图书资
源 ， 政府适当对其提供资金补
贴， 而由民办图书馆负责日常管
理， 保证365天开馆， 并组织阅
读指导、 专家讲座、 文化沙龙等
阅读活动。

今年4月， 悠贝首家阅读加
油站落户到了双井的一家民生银
行。 据了解， 这次合作也是朝阳
区图书馆联合社会力量推广全民
阅读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通过与
社会组织合作， 优势互补， 共同
探索延伸公共阅读服务末端， 更
好解决阅读服务 “最后一公里”
问题， 让百姓享受到更便捷、 专
业公共阅读服务。

特色图书馆互动零距离

在实际操作中， 不少特色的
图 书 馆 也 应 运 而 生 ， 让 市 民
感受到更丰富的公共阅读服务。
比如 ， 不久前开放的角楼图书
馆 。 它独特的外形 ， 和内部陈
设 ， 让 读 者 能 够 体 会 到 北 京
的 文 化特色 。 而其中的藏书和
实物陈列， 也向读者传递着北京
的历史。

和角楼图书馆差不多， 位于
北京CBD的郎园，“新风景”———
良阅·城市书房也别有一番特色。
“新风景”———良阅·城市书房是
郎园和朝阳区文委共同打造的24
小时开放的新型网络化书店。 书
房刚一落成就摆进了 3500册图
书，读者可在此免费看书，并通过
首图读者卡免费借阅。由此，园区
内50多家文创企业的职工拥有了
一个“共享书房”。 这里恰巧位于
建国路， 傍晚很多白领在此等车
去通州或燕郊， 有这样一个温馨
的文化场所， 让回家等车变得不
再那么焦躁。

据了解， 这里不仅仅卖书和
借书， 还举办线上线下活动。 结
合读者反馈和文化热点， 不定期
会邀请作家、 诗人、 学者通过郎
园微信公众号制作视频， 推荐他
们的图书， 和读者互动。 这家书
店还与出版机构合作密切， 定期
举办思想对谈和读书沙龙， 形成

实体书店与读者社群之间的良性
循环。

【建议】
配套建设社区图书馆

首都的文化建设， 特别是公
共文化设施覆盖， 一直是北京市
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 在出版领
域工作的市政协委员刘明清表
示， 作为基层文化设施的社区书
店或图书馆仍然很重要， 不仅仅
是为了方便买书， 也为了营造社
区文化氛围， 改良社会风气。 他
建议， 2000人以上的社区都应该
配建书店或图书馆， 政府要给予
财政补贴支持。

刘明清提出， 建议政府出台
规划政策， 达到一定规模的， 如
人口2000人以上的新建小区， 应
配套建设社区书店或图书馆。 同
时鼓励支持开发商、 物业公司等
免费或低于市场价格提供开办社
区书店图书馆的经营用房。

同时， 政府应对社区书店给
予税收减免政策。 对长期坚持开
展阅读推广活动的社区书店， 出
台奖励政策。 对有志于创办社区
书店或图书馆的公民、 企业， 给
予公共文化投入补贴支持 。 当
然， 对假借经营社区书店图书馆
而从事非文化经营活动的， 也要
给予行政处罚。

政协委员俞渝则提出， 当前
各地文化设施大多存在“重建设、
轻运营”的通病。拿目前本市各区
的文化馆、图书馆为例，其建造水
平已经与国际接轨， 从外观上看
具有很强的美感， 但是其中的人
流量却不大， 使得政府大力投资
的文化设施不能物尽其用。

对此， 俞渝建议， 北京大量
优质文化空间， 均可以通过采用
委托运营的方式进行盘活， 用民
营企业的创意、 活力、 资源， 为
文化空间聚集人流量， 丰富群众
日常生活。 比如， 针对一些图书
馆， 可以通过政府提供场地以及
装修， 运营方通过技术手段， 全
面打通借、 阅、 售各环节， 依托
数据与物流配送优势， 贴近当地
居民阅读爱好， 优化新书采编流
程， 提升新书引入效率， 丰富图
书馆业态布局， 有效提升图书馆
人流量借阅量。

政协委员： 2000人以上社区应配建书店或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