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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
享受沉浸式“悦读” 

9 月 14 日上午，在位于陈仓

区虢镇大道的城市书房，一缕阳

光透过落地玻璃洒向书桌，市民

李姗姗娴熟地刷卡进入，她将咖

啡轻放在桌角上，随后拿出一沓

资料全神贯注地开始学习。“我就

住在附近小区，每天都会早早来

这里看书学习，我很喜欢这里的

氛围。”学习间隙，李姗姗告诉记

者，她正在复习考研，家门口的城

市书房安静又舒适，为她提供了

最佳学习场所。

记者看到，这个城市书房坐满

了学习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低头刷

题，有的戴着耳机上网课，还有的专

心阅读……

这个城市书房总面积 500 平方

米，有各类藏书 5000 册，是集自助

借还书、阅读、自习、休闲于一体的

城市文化驿站。因为临近公园、多个

小区和学校等人员密集区，这个城

市书房自今年初投用以来，一直人

气“爆棚”。

退休人员柳先生是千阳县城市

书房的一名常客。“这里距离我家走

路五六分钟的路程，我在这里可以

看到各类历史书，非常方便。”柳先

生说，这个城市书房周边有幼儿园、

小学、中学和几个小区，人流量大，

读者覆盖各个年龄段，这个城市书

房每天也是“一座难求”。

“相比传统阅读空间，城市书房

距离小区近、服务时间长、书籍内容

新、服务自助便捷，很受欢迎。”市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段军林说，城市

书房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延伸

和补充，在一些传统公共文化场馆

辐射不到的地方，打造位于群众“家

门口”的新型阅读空间，从而实现公

共文化服务“零距离”。

“十四五”期间，国家在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个顶

层设计文件——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及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都明确把

公共文化新空间建设作为重要任

务加以部署。

今年初，我市也将公共文化

新空间建设工作列入全市文化

和旅游工作年度目标任务，督促

各县区抓紧推进城市书房建设，

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

模式，遵循普惠均等、就近服务

的原则，广泛发动社会力量联建

联办，在小区、学校周边等人员

密集场所，打造起一座座富有书

香气息的新型阅读空间。截至目

前，全市新建城市书房（吧）9 个、

社区书屋 23 个。今年内，各县区

至少建成 2 个城市书房（吧）的

目标任务正在加紧推进之中。 

创新服务
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如今，多数家庭都有书房，街头

巷尾各类书店也层出不穷，网购书

籍更是方便快捷，那么城市书房靠

什么留住读者呢？

现代式的桌椅、家居式的装修

风格、干净整齐的书架，还有免费

WiFi、直饮水和空调，让人仿佛置

身于自家书房般轻松自在……9 月

18 日，记者在虢镇大道城市书房看

到，市民只需用二代身份证或者读

者证，在门口的电子识别系统进行

识别扫描，就可进入城市书房免费

借阅书籍。

“我们这个书房主打的就是方

便快捷、温馨舒适，有很多固定读

者。”城市书房工作人员高佳瑶介

绍，整个书房分为亲子阅读区、成人

阅览区、电子体验区、创客空间，每

个区域各具特色。书房采用自动化

设备和RFID 技术，实现一体化服

务、大数据分析，市民可通过资源共

享、数字化建设实现数字阅读、自助

办证、自助借还、自动查询等智慧互

联服务。仅半年时间，这个城市书房

已经接待读者 6万多人次。

位于凤翔区的一个城市书房

虽然只有 15 平方米，但内设阅览

座席 15 个，藏书 600 余册，书房 24

小时不打烊，无人值守，实现办证、

借阅、阅览、自习、休闲等一体化完

全自助服务。

“这个书房几乎天天座无虚席，

今年1月份投用至今，已接待读者近

3万人次。”凤翔区图书馆工作人员

岳建丽介绍说，除了基础的借阅服务

外，书房还与区图书馆互联开展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你看书，我买单”云阅

读活动，即读者在线上借书，书籍邮

寄到家，看完后还回城市书房或图书

馆均可，全方位方便读者借阅。

记者发现，除了装修风格简约

时尚、装饰摆件精巧别致、服务先进

智能化等特点外，也有一些城市书

房别出心裁地加入一些当地特色文

化元素，也成为很好的加分项。

千阳县的城市书房也是24小时

开放，装修典雅大气，时尚感、艺术感

十足。其中，有一处非遗展示区尤为

引人注目。“我们这里除了有近1万

册藏书外，还有非遗展示区和红色

展览区，分别陈列着许多西秦刺绣、

剪纸、泥塑和千阳县的老照片、旧书

籍。”千阳县图书馆馆长张新刚说，书

房之所以每天人员爆满，除了看书，

也有一部分人慕名来这里了解非遗

文化、感悟红色记忆。

便民服务箱、雨伞、老花镜、充

电器、口罩、创可贴……在各个城市

书房，这些细节服务，彰显着对读者

细致入微的关怀。

共同发力
打造高品质文化新空间

如何才能使城市书房魅力长

存，由“网红”变成“长红”？记者在

走访过程中听到多方面的声音。

“城市书房其实就是‘填补空

白’的作用。”市图书馆馆长薛昌

辉说，要想真正打造“15 分钟阅读

圈”，达到建得好、用得好的目的，

城市书房在选址上，要根据服务人

群、读者需求等因素合理布局建

设，避免“圈内重复”，让更多群众

真正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公

共文化服务。

薛昌辉认为，城市书房还需要

不断创新形式来吸引并留住读者。

他建议城市书房与图书阅读机构、

公益社团等加强合作，通过组织社

会文化界读书会、沙龙、创意交流会

等，使读者对城市书房保持新鲜感，

从而增加读者黏性。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市的

城市书房虽然形式较好，但仍处于

摸索阶段，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探索、

去解决。

“作为新生事物，城市书房若想

长远发展，需要在合作共建、常态化

管理运营上下功夫。”段军林说，城市

书房的建设可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降低成本，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

格局。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新建城市书

房的运行管理，组织开展各类业务

培训，在功能定位、运行方式、读者服

务、人员管理等环节，建立健全标准

体系和内部管理制度，实现设施良性

运作、长期使用和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避免千篇

一律，也是保持城市书房向好发展

的重要因素。在张新刚看来，独特的

文化元素能让读者对城市书房产生

新鲜感、归属感。他认为，城市书房

建设可以在空间设计、环境布局、活

动开展等方面彰显地域文化特色和

文化品位，“一房一景”式的城市书

房会更具吸引力。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城市书

房，正在为宝鸡增添一缕缕书香气

息。只要多部门共同发力将城市书

房建好、管好、用好，城市书房将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宝鸡的文化品位和

城市魅力。”相关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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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座城市的文脉。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文
化惠民工程，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座
城市书房悄然出现，并以其小而美的独特魅力和舒适
便捷的借阅体验，吸引着市民打卡书房，享受阅读。

环境优雅、藏书丰富、服务贴心……“有颜有料”
的城市书房，契合市民对美好生活和精神层面的追
求。那么, 如何高效利用城市书房各种优势，真正打
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延伸和补充，
是让群众能够更便捷、更有效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
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围绕城市书房建
设规模，综合地域城市人口基数、年龄结构、规划布
局等因素，制定城市书房详细的建设标准，确保书房
建设质量。通过引导社会力量加入、盘活闲置资产、

“固定人员+ 志愿者”模式等途径，有效解决资金、用
地、人员等方面的问题，让城市书房最大化发挥辐射
作用，服务更多群众。

城市书房要注重品质品位与舒适便捷相结合，
提升数字管理系统智能化水平，有效实现资源互联
互通互享。除了做好基础的借阅服务外，城市书房可
以通过开展公益性的文化沙龙、读书分享会、小型讲
座等活动，营造有文化、有温度、有情怀的阅读氛围，
使城市书房成为群众参与便捷、阅读体验感强，提升
精神素养的文化驿站。

作为市民，我们要提高自身素养，珍惜便捷、优
质的公共阅读空间，自觉养成文明借阅、爱护图书、
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使城市书房不仅变成传播文化
的空间，更成为传递文明的新地标。

城市书房
要建好更要用好

都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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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读者在挑选书籍

市民在城市书房学习、阅读。

散落在城市角落
的“城市书房”，是市民
看书学习的好去处，也
成为宝鸡一道道亮丽
的风景线。城市书房究
竟有何魅力？怎样才
能发挥家门口“精神粮
仓”的作用？近日，记
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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