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图书馆+自助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流动图书馆， “四
网一体” 特色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全覆盖； 文化馆总馆发挥引领性
作用， 地区级文化中心打造品牌
活动， 街乡文化服务中心为当地
居民需求提供相对应的文化服
务， 构建成四级服务网络……近
年来， 朝阳区加强图书馆、 文化
馆、 美术馆的建设， 突出文化引
领发展， 助推北京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 一刻钟文化生活圈显现。

小庄馆变身现代化图书馆

今年4月底， 使用了60年的
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重装开放，
老旧沉闷的传统图书馆蜕变成时
尚舒适的现代化图书馆。 新馆内
专门设置的 “新书墙” 方便读者
借阅， 儿童和老年人阅览区 “一
老一小” 特色明显， 扫描身份证
就能无线上网……这处设备先进
的图书馆不仅是朝阳区公共文化
数字的展示中心， 更是为市民提
供高品质基本公共阅读服务功能
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新改造的小庄馆是我们
‘四网一体’ 多维度公共阅读服
务保障体系的中心环节。” 朝阳
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
网” 包括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
络， 自助图书馆为主体的城市街
区图书馆服务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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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图书馆
为主体的定制化阅读服务网络，
这些相互支撑构成覆盖朝阳区的
“一体” 特色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作为 “四网一体 ”的中心图
书馆， 朝阳区图书馆在小庄和劲
松建设两处馆址， 在北京市首家
实现区级图书馆“一馆两址”同时
开放。目前，该区传统图书馆服务
网络囊括公共图书馆 （室）430余
家， 年均接待读者450余万人次，
借阅图书240余万册次。

朝阳区还打破行政区划、 体
制机制等限制 ， 建成了梦工坊
馆、 宸冰书坊馆等8家社会化管
理 的 城 市 书 屋 ， 解 决 了 北 京
CBD和各艺术园区内公共阅读资
源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延伸了公
共阅读服务的时间、 空间， 扩大
公共阅读服务的覆盖人群。

打造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

沿着三环北上， 记者来到位
于国际展览中心西侧一栋外观现
代的建筑， 这里是香河园地区文
化中心， 同时也是朝阳区文化馆
开放的第二个地区级文化中心，
是该区四级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功能设置上以 “文艺工
号” 为核心， 孵化社会机构， 凝
聚社会资源， 形成了多维剧场、
创意图书馆等特色单元， 满足周
边约40万人的日常文化需求。

走进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

主体空间是多维剧场， 能够为时
装发布、 影像展览、 栏目拍摄和
舞台晚会等提供多元化服务； 创
意图书馆完全由社会机构进行日
常运作， 图书类别选取更侧重艺
术门类书籍 。 定期举办电影分
享、 手工制作等文化活动， 满足
周边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了解到， 该中心在文化
事业发展路径上还寻求出了新突
破， 通过 “文艺工号” 等项目，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和融入， 充分
掌握社会文化资源， 搭建起文化
交流共享平台， 培育基层文化骨
干和团队， 有效调配街乡文化资
源， 打造优秀文化品牌， 从而带
动地区文化发展， 使百姓共享文
化成果。

街乡至少要有一座美术馆

“地区文化中心是介于区级
和街乡级中间的一级文化设施，
是朝阳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
大亮点。” 朝阳区文化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 朝阳区文化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
对于总分馆制建设有了几点认
识： 总馆应逐渐向 “文化智库”
发展， 发现文化 、 需求等问题，
充分起到引领性作用； 地区级文
化中心应围绕 “品牌” 建设， 打
造品牌活动或项目， 在区、 市甚
至全国产生品牌影响力； 街乡文
化服务中心以 “服务” 为重点，
集结文艺团队及各类社会组织的
力量， 为当地的需求提供相对应
的文化服务。

据了解， 图书馆、 文化馆等
提供精准文化服务的同时， 朝阳
区建设的社区流动美术馆是一种
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形态， 也是
“文蕴朝阳 艺术惠民” 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 通过线下社区美术
馆、 线上数字美术馆、 社区文化
服务、 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
整合朝阳区公共文化资源， 把优
秀的中国文化艺术送到社区家门
口， 2018年可实现朝阳区43个街
乡都至少拥有一座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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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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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
丰台科技园36#地项目部举办了
端午节农民工趣味运动会， 吸引
了近百名分包队农民工参加。

运动会中包括了许多工友们
日常工作中的元素。 比如大力士
接力是工友们抬钢管、 搬砖， 考
验的是工人们的力量和默契程
度。 识别灭火器好坏项目， 各队
都派出了安全水平最强者参赛，
要在6分钟内分辨出20个灭火器
的好坏并不简单。

在项目策划端午节趣味运动
会时， 赛龙舟就被列为重点。 可
北方的工地上要怎么赛龙舟？ 项
目班子邀请几位工人一起商量研
究开发 “旱地龙舟”。 项目经理
卢艳生提出了大胆的意见： “我
们可以利用现场的钢管做出龙舟
的骨架来。 虽然不能坐进去划，
但咱可以人套进去端着跑啊 ！”
在他的带动下， 工人们你一言我
一语地出起了主意。

会后 ， 大伙儿积极行动起

来。 项目部用钢管制作了骨架，
江苏籍的工友帮忙找来了龙头龙
尾， 套在骨架上就成了神气活现
的 “旱地龙舟 ”。 比赛结束后 ，
项目还把四支队伍比赛包好的粽
子全部煮熟分给工友。 工友们捧
着热乎乎的粽子， 互相猜测分到
的是哪种馅儿、 评论着自己最爱
吃的家乡粽子。

讲到举办这场趣味运动会的
初衷， 项目书记王国庆说： “工
友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为首都
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举办这
个活动就是想让他们在家乡之外
也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关怀， 感
受到家的氛围。”

项目经理卢艳生说： “运动
会道具都是施工中会用到的建筑
材料和器具， 龙舟骨架随后也会
拆开继续投入施工， 包的粽子也
都分给大家吃 。 虽然没花什么
钱， 但大家都特别积极， 干起活
儿来也更有劲儿了， 这就是我们
最大的成功！”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这个端午节， 海淀学院路地
区的居民不用再跑两站地的距
离，便可以买到蔬菜和生活用品。
因为街道的城华清枫社区便民超
市正式营业了。

学院路街道城华清枫社区便
民超市位于城华清枫社区内，约
270平方米，可辐射周边3100多户
居民购物。 据超市负责人王志华
介绍，他们准备了80余种蔬菜、60
多种水果、上千种日用百货，还有
肉类、主食、点心等，可满足居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 对行动不便的
居民还免费提供送货服务。

据学院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副主任吴刚介绍， 这里曾经是一
个快递站点， 变身超市是学院路

街道按照市、 区 “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工作要求，持续推进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工作的一
个缩影。

学院路街道前期调研了居民
需求，利用空闲、腾退出的房屋开
展便民服务项目， 并对运营企业
进行服务监管， 今年先后在二里
庄、西王庄、六道口等社区利用腾
退房屋，引进规范企业，建设“菜
篮子”网点。 吴刚介绍，在监督服
务方面， 他们给地区菜篮子网点
服务商建有微信群， 定期在群内
发布 “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价
格”，服务商10种大路菜的定价不
能高于此价格， 并聘请社区居民
代表监督。同时，服务商家还跟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签署承诺书，“社
区规划师参与了区域内一刻钟社
区服务圈建设工作， 对居民需求
和服务资源合理布局、 对接加强
顶层设计， 其中这个便民超市也
有社区规划师参与。 ”

据了解，2018年，学院路街道
菜篮子网点建设任务指标为58
处，截至上半年，学院路地区已建
成“菜篮子”网点54家，其中固定
售菜网点38家， 大型商超5家，线
上销售、线下自提网点2家，蔬菜
直通菜车9处。

□本报记者 白莹

海淀学院路多了一处便民超市

“四网一体”图书馆多维度服务公共阅读

6月16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
道赵家楼社区在风车广场举办了
一年一度的 “端午民俗市集 ”。
参加市集的不仅有社区居民和社
区工作者， 还有多家社区共建单
位， 并融合了传统民俗活动、 闲
置物品交换和共建单位宣传等。

民俗互动体验区， 社区居民
刘阿姨熟稔地包着粽子， 还热心
地传授给身边人“独门秘籍”。 闲
置物品交换区， 很多社区居民把
自家闲置的物件拿出来， 等待着
和它们的“新主人”交换物品。 其
中 ， 还有不少小朋友 “卖家 ”。
多元参与区， 十余家社区共建单
位向居民介绍服务内容， 解答疑
问。绿色环保区，居民们跟随社区
工作者、 绿植小组成员了解垃圾

分类，学习厨余堆肥。作为今年新
增项目的“社区营造区”，不仅社
区兴趣小组积极招募新成员，大
家还热心捐款， 为社区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区今年还在
市集中设置了“寻宝活动”，吸引
不少大小朋友亲身体验。

据悉， 本次活动由赵家楼社
区党委、 居委会主办，“社区当家
人”志愿服务队承办。 “近年来，街
道、社区日益重视共治共享，特别
是在环境整治提升中， 社区报到
党员、 居民和院委会发挥了重要
作用。 社区搭台， 志愿服务队做
主，更彰显当家力量！希望我们的
民俗市集和各项社区活动能为居
民们带去更多的欢乐和便利！ ”社
区党委书记田文伟说。

“端午民俗市集”交换闲置物品

朝阳建成一刻钟文化生活圈

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农民工建筑工地赛“旱地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