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解整治促提升

社会组织运营图书馆
仍保持公益性

甲骨文·悦读空间坐落于西
城区下斜街一号院东二楼， 2015
年， 西城区广内街道办事处打造
了全国首个公共图书馆改造运营
的社区阅读品牌项目———甲骨
文·悦读空间， 主打特色是社区
阅读。 这里藏书近三万多册， 内
设公共借阅、 图书阅览、 试听空
间、 儿童空间、 咖啡空间， 提供
图书借阅等综合阅读服务。

“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服
务运行模式。”广内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他们将公共图书馆委托
给社会组织运营， 不仅解决了公
共图书文化服务规模扩大， 群众
文化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与街道直
接提供服务能力有限的矛盾，还
解决了制约街道图书馆机构设
置、 编制设定以及专业人才缺乏

等及现有方式的图书馆运行社会
效益不佳、 服务效果不好以及服
务内容单一等问题。

甲骨文·悦读空间围绕图书
文化， 开展图书文化衍生产品经
营和服务， 但不改变公共图书馆
的公益性 。 作为全新的阅读生
态， 甲骨文·悦读空间既可以满
足读者在北京市公共阅读系统的
图书借阅服务， 同时提供了图书
的销售、 新书快速推荐， 延伸阅
读活动以及辅助的咖啡茶饮等服
务 。 读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模
式， 体验到一卡通全市的阅读，
也可以享受到会员订制的服务。

爱书人每天来 “报到”
成 “精神后花园”

这里是书店， 也是图书馆。
门口的招牌也是两块： 一块写着
“广安门内公共图书馆”， 一块写
着 “甲骨文·悦读空间”， 既是一

种传统阅读模式的跨界， 也是全
新文化服务的创意融合 。 在640
平方米的悦读空间里， 绿植、 鲜
花、 文创产品， 各种装饰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 把环保理念、 创意
构思巧妙地结合， 成了读者口中
的 “北京最美社区书店”。

甲骨文·悦读空间身处社区，
周边交通便利， 停车方便， 距离
宣武地铁站、 长椿街地铁站都很
近。 店内有70平方米的儿童阅读
空间， 用来给孩子们讲故事、 阅
读分享， 甲骨文·悦读空间成人
阅读区达到200平方米 ， 复古风
格的摆设， 特色的文创产品， 营
造出温馨的阅读环境。

社区居民高庆今年80岁， 住
在三庙小区， 一辈子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书。 2015年以前， 高老先
生每天看书只能到距离家两站地
以外的宣武图书馆 ： “我岁数
大， 跑路特别累， 而且很多图书
馆借书比较繁琐 ， 阅读体验不
好， 只能随便翻翻杂志。”

如今 ， 家门口有了悦读空
间， 老先生每天下午三点到六点
半， 一定会来这里 “报到”， 一
杯清茶， 一个放大镜， 高老先生
说， 可算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每天一起来的老街坊
就有六七位， 有的还带着小孙子
孙女来呢， 太方便了！”

据悉， “甲骨文·悦读空间”
自2015年投入试运营以来， 图书
借阅量和联合读者卡办卡量均高
于过去三年来的总和， 受到了广
大阅读爱好者的认可与好评。 书
店经营三年来， 早已成为了广内
地区的文化新地标， 成为了居民
的精神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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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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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住总二公司燕郊水榭花城项目团支部为高温下奋战
的钢筋班组、 木工班组等人员送去藿香正气水及绿豆汤等解暑药品
饮品。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黄大平 顾树青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以前， 每天早晚高峰开
车出门经过南雁路， 堵个把小
时是常事儿。 整治后， 道路变
宽好走了， 听说还要修建花墙，
环境肯定会越来越美。” 看着家
门口的变化， 昌平区南口镇马
坊村村民刘女士十分高兴。

南雁路在南口镇域内全长
4.8公里，自东向西经过马坊村、
前洼村、西李庄村，是一条重要
的交通要道。 由于车流量大、人
口聚集， 道路两侧小店众多，环
境问题突出。“整治前，门店直接
将垃圾、污水倒在路边，夏天蚊
蝇滋生，气味难闻，基本上天天
堵车。 ”刘女士仍记忆犹新。

为彻底整治南雁路道路环
境， 自去年9月开始， 南口镇聘
请专业的评估 、 测绘 、 林勘 、
资产等公司， 对道路两侧的建
筑进行评估、 报审； 在对南雁
路南口路段多次进行走访调研、
入户劝导的基础上， 南口镇还
与多方协商， 最终研究确定了
整治方向及目标。

去年12月， 拆除工作正式
启动， 道路两侧 “散乱污” 企
业被全面取缔， 共拆除违建3.4
万余平方米。 此外， 南口镇按
照 “先拆违后整治、 力求见实
效 ” 的原则 ， 在违建拆除后 ，

对道路进行了场地清理、 路面
硬化， 铺设了步道砖。

道路整治给力的同时， 在
环境提升方面， 南口镇也十分
走心， 力争打造高颜值 “样板
路”。 “目前， 我们正在对道路
两侧进行绿化， 修建花墙， 并
进行墙体粉饰。 等花墙修建完
成， 整体效果将会更好。” 南口
镇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宋
宁介绍， 南口镇对南雁路南口
路段沿线的4.64万平方米绿化
用地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 道
路两侧栽种了树木， 增建铁艺
围墙， 修建花墙。 国槐、 垂柳 、
银杏等 10余类树种点缀其间，
形成四季常绿的道路景观。

据了解，南口镇去年共拆迁
拆违73处15.2万平方米；治理环
境秩序突出问题21处，并制定实
施街巷胡同及相关道路空间整
治提升计划，京藏辅路及其联络
线整治任务全面完成。

下一步，南口镇将继续完成
文化路、 新兴路整治提升任务，
修整5条胡同路面，推进交通街、
新西广街大修工程。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昌平南雁路整治打造“样板路”

昨天， 北京市东城区老龄
办在东城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举
办 “爱游戏、 增活力” 乐龄游
戏推广启动会。 社区老年人参
与体验 “眼明手快” “乐老框
框” “堆层出新” 等游戏， 锻
炼记忆、 表达、 逻辑等能力。

据了解 ， 2016年起 ， 东城
区加快建设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为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助餐 、
助浴、 日间照料、 文化娱乐等
服务。 截至今年7月， 全区34家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业运营。

东城区率先提出引入老年
专业乐龄游戏培训， 在养老驿
站内开辟老年 “益乐园”， 并计
划培养一批专业的乐龄游戏指
导师， 为老年人带去快乐。

清清凉凉送送给给外外施施队队工工友友

“最美社区书店”广内“开花”

东城社区老人玩起乐龄游戏

“雨天夜行看明暗， 亮有积
水暗是路。” 7月28日， 海淀区甘
家口街道潘庄社区20多名中小学
生在在职党员张少文的带领下，
朗诵着雨天自我救护的口诀。

这是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潘庄
社区在暑假期间组织的第三场周
末亲子课堂， 授课的老师全部是
在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 他们利
用周末休息的时间， 结合自己的
专长， 当起了社区 “孩子王”。

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各类活
动， 是社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 实现家校共育的一项重
要工作， 但是社区苦于既请不到
合适的老师， 也没有相关经费支
付老师的课时费。

今年4月 ， 党员 “双报到 ”

工作启动后， 到海淀区甘家口街
道潘庄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共有
298名。 潘庄社区居委会主任毕
秀艳介绍， 暑假前， 在微信群里
号召在职党员暑假期间义务给孩
子讲课， 在职党员们纷纷报名。
从7月中旬到8月底， 每周末都有
两到三堂课， 孩子可以按照兴趣
报名参加， 课程有改革开放四十
年———地铁与祖国共成长和北京
运河故事， 后续还有同仁堂的发
展变迁、 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等
课程。 “讲课的在职党员有大学老
师也有工程师， 孩子和家长都说
这回暑假的课程可‘解渴’了！ ”

据了解， 潘庄社区党委将根
据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的情
况， 每季度评选在职党员服务之

星， 并邀请在职党员分享服务社
区的经验和感受， 从而带动更多
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 共同创
建和谐美丽社区。

5月， 潘庄社区在原有志愿
服务品牌 “心怡俱乐部” 的基础
上， 吸纳在职党员的力量， 先后
成立了爱心超市志愿服务队、 消
防应急志愿服务队、 垃圾分类宣
传服务队和网格管理志愿服务
队， 在居民自治和社区环境建设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得到居
民的广泛好评， 逐步形成社区在
职党员 “工作在单位、 活动在社
区、 奉献双岗位” 的党员管理机
制， “群众点单、 社区下单、 党
员接单、 组织评单” 的在职党员
服务社区机制逐渐成熟。

□本报记者 白莹

把图书馆搬进社区 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海淀甘家口潘庄社区周末亲子课堂

在职党员成了社区“孩子王”

优质的环境、 丰富的图书， 多样的活动……为了满足居民的阅读需求， 西城区广内街
道公共图书馆———甲骨文·悦读空间把图书馆搬进了社区， 打通了文化服务的 “最后一公
里”。 三年多以来， 这家功能多样， 藏书超三万册的 “最美社区书店” 已经拥有了千余名
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