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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书房、社区图书室的
建设水平和文化氛围？

“通过悦书房与新华书店联名合作运营，
借助书店成熟文化行业服务经验，探索新的文
化产品和服务模式，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
需求。”银川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将重新规划悦书房内部空间布局，结合各店所
处位置的周边环境特点，发挥其独特优势，满
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定期举办作者见面会、读
书会、主题讲座等阅读交流活动，增进读者互
动。通过持续打造“书香金凤·品读时光”阅读
品牌，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改善目前悦书房图
书品种吸引力不强、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为
读者提供更加优质、舒适的阅读体验。“我们将
定期更新悦书房图书资源，引入新书和热门书
籍，确保每一季都有新鲜的书籍加入悦书房的
书架。”该负责人表示。

“除了日常图书借阅，我们社区每季度会
组织辖区居民开展读书分享会活动，截至目前开
展读书分享活动30余场，参与人数上千人次。”银
川市前进街街道银华社区党委书记吴萍说。

“让城市书房成为更多人的‘心灵栖息地’，
就必须以生动鲜活、丰富新颖的文化内容为依
托，用持续不断的文化供给，更好地满足市民
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著名作家、宁夏作
家协会副主席金瓯表示，城市书房想保持长久
生命力，就需要在坚持公益功能的基础上，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推进

“书房+”运营模式。比如可以推出融合图书阅
读的名家分享活动、艺术展览、文化沙龙等服
务于一体的城市书房新文化服务业态。

“仅仅简单地将咖啡、茶饮和文创引入书房并不能持续增
加读者黏性，具有参与感和互动性的线下阅读活动才是城市书
房和读者更为需要的。”金瓯介绍，宁夏作家协会将加强与银川
悦书房的联动，举办“大家谈”文学公益系列讲座活动，同时与
智慧书吧进行合作，建立宁夏作家阅读专题，目前已在智慧书
吧投放宁夏作家书籍近百本，受到读者好评，借阅量不俗。

银川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王国强认为，在城市书房的建设
上，要结合城市规划、人口分布、道路交通等因素，构建均衡的
城市书房布局。

“城市书房可采取‘政府+社会’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
资管理，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多方共建，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式解决管理质量服务不足等问题。同时结合我区各地文
化特征，对书房格局进行装修改造，凸显城市文化格调，实现服
务多元化。”王国强说。

对于社区图书室，不少专家认为，作为居民身边的图书室，
社区图书室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社区应该盘活闲置物业资源，增加社区图书自习室供
给。银川市很多小区都设有各种类型的场所，有些场地十分宽
敞、设施良好，完全可以和阅览室合用，提高使用率。”读者丁俊
建议，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也是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传统的社区
图书室已经难以迎合居民的阅读习惯。通过社会各界捐赠图
书，不仅无法确保图书的高质量，也很难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吸
引居民长期阅读。社区或可以采用流动书屋的形式，或引进智
慧书吧，以满足多样化需求。还可以定期邀请不同行业的专家
进行图书推荐和分享，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同时，可开办各
类文化类讲堂，引导居民养成阅读习惯。

银川市兴庆区政协委员孙吉鹏认为，随着各地城市书房的
陆续建成开放，相应的保障资金和人力也在大幅增加，因此需
要相关部门加强城市书房的规划与管理，建立健全监督体系，
引导城市书房良性发展。

“随着新技术、新消费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我区各级政
府部门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相信像城市书房和社区图书
室这样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服务水平一定会得到快速提升。”
孙吉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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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 9时许，家住银川宝湖社区的余辉（化名）吃
完早饭，拎着学习资料，来到附近的宝湖悦书房学习。打算
考公务员的她已经习惯在悦书房备考了。“这里环境安静、
舒适，离家近，有饮用水、无线网，特别方便。”余辉告诉记
者，身边不少准备考研、考证、考公的同学，都很喜欢到悦书
房，将这里作为自习的好去处。

“悦书房设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配备了手机充电
台、轮椅、雨伞、医药箱、针线包等，可提供 15项便民服务。”
宝湖悦书房负责人介绍，今年 11月起，金凤区 15个悦书房
由银川市新华书店进行托管经营，除了可以免费阅读书籍，
还可通过店内设置的自助借还书机，完成自助借书、还书和
续借等操作，读者还可以购买书籍。

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国内很多城市打造的造型
典雅别致又散发浓浓书香的城市书房越来越多。在方便群
众阅读的同时，也让一座城市逐渐变得温润起来。

近年来，宁夏亦将城市书房建设纳入发展规划。目前，

银川市共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城市书房有 38家。其中，金凤
悦书房 21家、西夏区城市书房 7家、兴庆区城市书房 3家、
永宁县书香文苑1家、贺兰县城市书房6家。投入资金3722
万元，建筑总面积达 9165.33平方米，藏书量超 14万册，共
有阅读席位1058个，全部向市民免费开放。石嘴山市也打造
了城市书房洗煤厂分馆、玖裕臺分馆、陶渊明后裔分馆等。

“虽然设立了很多城市书房，但存在分布不均、冷热不
匀现象。有的书房人满为患、一座难求。有的书房人少，甚
至不按时开放，服务也不规范。有的社区方圆两公里内有
两三个书房，有的一个也没有。”采访中，一位读者向记者吐
槽。记者走访发现，正如这位读者所说，各地在城市书房建
设方面思路不一，有的在选址时以降低成本为主，忽略了便
利度；有的选择书目时比较随意，不以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出
发点；有的只有被动式的接待服务，缺乏策划组织开展读书
类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力，致使“门前冷落鞍马稀”，没有让书
房发挥出推动全民阅读、提升城市品位的积极作用。

城市书房生长 规划定位不一

近年来，我区各地不少社区陆续开办图书阅览室，为居
民提供免费阅读服务。这些星罗棋布的社区图书室，已成
为公共图书事业的延伸和补充。

在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通福家园社区悦书房，
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文学、科普、经济等领域的 1000余册
图书。“在悦书房看书，又近又方便，还很安全，子女也放
心。”正在阅读的 63岁居民李进（化名）说。记者了解到，这
间图书室是金凤区图书馆的流通点，每季度会根据居民的
阅读需求，更新、轮换图书，不仅提供实体图书，还有有声
书，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新书、听有声书。

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工业集中区社区周边有356家企业，属
于企业型社区，社区图书室有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藏书量
达 8000余册，包括古典文学、名人著作、人物传记、青年读
物等，被评为四星级职工书屋，很受企业职工欢迎。“工休的
时候我经常来图书室读书和学习，这里的藏书量丰富，比较
吸引我。”企业职工李伟说。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目前共建
有14个图书室、4个农家书屋，总藏书量5万余册，书刊借阅
全部采取开放式服务，除每周工作日外，双休日、节假日全
天向辖区居民开放。截至目前，已有 5400 多人次借阅
16000多本图书，成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世界的“充电站”。

相比这些藏书丰富、借阅量大的社区图书室，也有一些
社区图书室冷冷清清。

“我们社区图书室 2020年 10月建成，面积 20平方米，
只有 500多册书籍，以儿童文学类为主，都是各单位捐赠
的，来借阅的都是青少年，因为书的种类较少、更新速度慢，
导致现在来借阅的青少年读者也越来越少。”吴忠市利通区
金星镇正丰社区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社区图书室书籍来源主要为各
共建单位以及爱心人士捐赠，因缺少购书经费，图书类型较
单一，更新频率不高。“社区图书室的书普遍陈旧，希望在家
门口能借阅到比较新的书籍。”一位社区居民告诉记者，社
区图书室的开放时间也不方便居民来阅读，居民下班回到
小区，社区图书室也下班关闭了。另外，很多社区图书室没
有设专职管理人员，即便是一些配套较完备的图书室，也难
做到有专人值守。

中卫市沙坡头区槐树北巷社区图书室成立于 2021年，
总面积 60平方米。“我们社区图书室有 1000多册书籍，比较
丰富，其中 600册是中卫市新华书店捐赠的。”槐树北巷社
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图书室借阅群体多为老年人及儿
童，寒暑假期间，图书借阅量相对较大。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 217社区图书室成立于 2017
年，目前有 5000余册书籍，一部分为西夏区图书馆捐赠，还有
一部分是漂流书籍。居民罗倩说：“社区图书室书籍多年没有
更换过，很多都比较老旧，或者过时了，希望可以更新书目。”

社区图书室 书架待更新2 探

数字阅读时代，我区在城市书房建设上开始探索成本
灵活、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可无限扩容的智慧图书馆
藏模式。

在银川市市民大厅，来办事的市民、“90后”王雨佳正在
一台“书享”智慧书吧柜机里借书，“用微信扫码借书，不用
交押金也不需要烦琐的注册，书柜里的书比较新，适合我们
年轻人，还书也方便。”记者看到，这台电子图书柜里摆放着
大约 200册图书，都是最近才上市的新书，借阅起来也非常
方便，可在遍布全区的近30个点位还书。

“智慧书吧的借阅者以公务员、企业职工和年轻人居
多。”“书享”智慧书吧公司负责人尉子钰介绍，公司设在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的智慧书吧，安装使用
的当月就有 190位读者注册，借阅图书 367册。这一依托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无人值守的新型职工书屋，
目前已在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血液

中心、银川市民大厅、石嘴山市行政中心、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办事大厅等近30家单位安装和布点。

“2022年8月至今已有6706位用户注册，书吧累计投放
图书 79050册，读者累计借阅 106726次。”尉子钰表示，智慧
书吧占地小、布点灵活，微信扫码 10秒即可完成借阅，让书
香触手可及。“书吧的中央书库有 30余万册优质精品图书，
并与部分公共图书馆资源融合，每年每个书柜可流通图书
数量不少于2000册，确保读者免费享受丰富的图书资源。”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不断拓展新型阅读空间，
将公共文化服务下沉至市民身边，2023年银川市图书馆在
全市公共场所设置了 4个“24小时微型自助图书馆”，目前
已全部部署完成并免费开放使用。这些自助图书馆与银川
市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相连通，每个微型自助图书馆配
置有各类图书 240册，可免费为市民提供纸质图书通借通
还、办证、查询等自助服务功能。

“智慧书吧”上新 书香触手可及3 探

近年来，我区在推进“书香宁夏”建设中，持
续加大全民阅读工作建设力度，打造出城市悦书
房、社区图书室等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阵地。作
为集图书借阅、学习交流、文化体验、文化沙龙、

志愿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全新的阅读空间。
记者近日走访全区各地，探访悦书房、社区图书室等“城市书房”的建设和

运营现状，看建设思路、看最新运营模式、看群众需求，探讨如何将这些城市书
房真正建设成为群众的“心灵栖息地”，让书香触手可及。

“城市书房”如何更加沁人心房
——我区“城市书房”现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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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智慧书吧借阅书籍。

银川部分社区图书室趋向于数字化阅读。

城 市 书
房管理需要
多方共建。

读 者 在
银川宝湖悦
书 房 ，享 受
阅读时光。

同心豫海城市书房。

银川市兴庆区城市书房。

银川市宝湖悦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