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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浙江·一地一品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湖
州市本级 14 家城市书房延长开放时
间。”“湖州这两家城市书房24小时开
放。”“湖州市 2022 年度‘最美书店
（书房） ’评选活动开始了！”近日，
浙江湖州很多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被书
香新闻刷屏了。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获取知
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
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湖州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有娣介绍，
近年来，湖州市秉持为读者服务的初
心，以全民阅读推广为抓手，夯实基
础业务、坚持数字赋能、推进品牌建
设，以浓浓书香涵养湖城文化气质。

读者为本，建好阅读阵地

早上 8 点半，市民吴毓诚与第一
批读者一起进入湖城小西街城市书
房，开启一天的学习，直到深夜才离
开。“现在城市书房开放到晚上 11
点，很人性化，适合我这样的‘考研
党’。”吴毓诚说，在城市书房里能静
下心来学习，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小西街城市书房位于小西街文创
街区，是湖州市本级首家建成并向
读者开放的城市书房，也是最受市
民欢迎的城市书房之一。书房共有
阅览座席 30 余个，有 4000 余册图书
可供读者借阅，同时提供市图书馆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音视频等各类
数字资源。今年以来，已经接待读者
上万人。

截至目前，湖州市已建成城市书
房48家，其中市本级22家、德清县9
家、长兴县9家、安吉县8家，累计接
待读者 279 万人次，流通图书 40 万
册，开展读书沙龙、亲子阅读等各类
活动 850 余场。每到夜晚，书房里一
片片温暖的灯光，成为城市里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在农村，乐享品质文化生活也成
为了村民的日常。农家书屋是基层的
文化主阵地。为构建城乡一体的全民

阅读体系、丰富农村老百姓精神文化
生活，德清县在浙江省首创“新华书
店+农家书屋”模式，构建起“政府
管理、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公共
阅读资源精准供给架构。

德清县钟管镇干山小镇农家书屋
是当地村民们的“精神粮仓”。德清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方介绍，书
屋实现了“专人日日管、活动周周
有、书籍月月新”，图书借阅不仅打通
图书馆资源实现“一证借阅，通借通
还”，还有新华书店优选新书供给，能
免费借阅，也可以零售，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可以买新书、看新书。

享受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
为老百姓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湖州市
还在民宿、景区、旅游集散中心等地
建设了城市书房、民宿书房、图书
流通点等新型阅读空间，积极引进
社会力量联动共建，促使全城阅读
体系日臻完善，营造浓厚的阅读氛

围，一个高效快捷的
“15 分钟阅读服务圈”已
逐步形成。

数字赋能，提升书香服务

“手机打开后，您可以点击云书馆
首页显示的个人感兴趣的书籍，也可
以利用搜索框查找自己想要阅读的书
籍……”在湖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钱玉兰常常会耐心地跟读者讲解“你
选书我买单·云书馆”在线下单式选书
服务。

为了让读者在书籍采购上有更多
的选择权，更充分地满足读者个性
化、多元化阅读需求，同时丰富馆藏
资源，湖州市图书馆优化“你选书我
买单”服务，实现读者在网站和手机
选书下单、快递送书上门、图书馆买
单的模式。“很棒的云平台，能选购到
自己心仪的书籍，还能分享给更多的

人。最主要的是操作很方便！”网友
“沈欢欢”对这项服务赞不绝口。

数字赋能，提升服务质效。近年
来，湖州市着力推进数字化建设，加
强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整合海量资
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努力提供高
效、智慧、有温度的阅读服务。

在新媒体“南太湖号”开
设“阅读湖州”专栏，

多维度、全方位展
示湖州全民阅读

工作特色和亮
点 。 打 造 全
民阅读宣传
推广工作数
字 平 台 ，
设 立 湖 州

“ 阅 读 红
包”，并与

“ 指 尖 饭
卡”直接关
联，有效激

发群众阅读热
情 。 在 新 媒 体

“湖州广播电台”
开设“菰城夜读”阅

读 专 栏 ， 提 升 《倾 听 王
然》 节目内涵水平，组织图书诵读、
分享活动。

此外，依托浙江省全民阅读在线
管理平台，完善活动阵地、活动信息
的发布和统计机制，让阅读服务一屏
尽知。在湖州市委宣传部文艺与出版
处相关负责人看来，线上阅读服务与
线下实体活动相配合，不仅提高了服
务效率，调动了读者参与积极性，也
提高了活动参与率。

深化品牌，打造精品阅读

“特地带来了我们的文创产品，
大家看到土话布袋很亲切，我们还在
布袋背后印上了湖州本土诗人写的关
于湖州的诗歌。”在书香纳凉节上，
湖州本地多家富有特色的实体知名书

店前来助阵，湖州安定书院工作人
员盛柯向往来读者推荐起书店的特
色文创。

爱读书之人在湖州是幸福的，不
仅看书好去处多，阅读活动更是丰富
多彩。“小小书香大使”徐菡昳感慨：

“我每天会抽出一个小时读书，也会经
常去图书馆、城市书房看书。我还很
喜欢参加阅读活动，这让我养成了比
较好的阅读和学习习惯。”

湖州市持续打响“悦读越美”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品牌，按照“每月有
推荐、四季有活动、全年有阅读”的
要求，实现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常态化
组织。发布阅读榜单、“最美书香人”
选树、“小小书香大使”评选、书香纳
凉节等系列活动，在全市营造了浓厚
的阅读氛围。

在深化培育阅读推广品牌、打造
精品阅读服务的过程中，湖州各地也
纷纷结合实际，创新活动形式。如德
清县图书馆首创基层图书馆“驻馆作
家”模式，邀请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
家驻馆一周，通过讲座、座谈会、读
书会等形式传播其文化理念，并与本
地读者进行良好互动，以此传播文
化、启发读者、宣传德清。

为加强对全市全民阅读工作的统
筹协调，湖州市还建立了全民阅读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包括
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新华
书店等10余家单位，负责制定全民阅
读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和公共服务基
本标准等，统筹推进全市全民阅读工
作，推动阅读资源共建共享，尤其在
重大项目活动中形成合力。

春柳随风起，读书正当时。随着
2023年世界读书日的到来，今年湖州
将启动以“悦读越美 一起阅读吧”
为主题的全民读书月，通过“知往”

“开启”“未来”三个篇章展现湖州市
全民阅读工作成果、推动阅读资源和
服务走向基层，倡导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让书香充满
湖城每个角落。

每到夜晚，书房里一片片温暖的灯光，成为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湖州：浓浓书香涵养城市气质
□黄琳 王一堡

“就在你身旁，玉海飘香。推开这
扇门，文明共享。有经有典，处处有
书房，与你共度好时光。”一首名叫

《书香瑞安》的歌曲婉转悠扬，近一年
来在浙江瑞安人人传唱。

瑞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
出版局局长黄海波表示，近年来，瑞
安市大力推进“书香瑞安”三大提升
工程，构建以图书馆为主干，以农家
书屋、城市书房等阅读阵地为基础的
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结构合理、管
理规范的新型全民阅读服务体系，开
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
动，全民阅读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城乡阵地全覆盖
阅读成标配

走进瑞安，动车站的“文旅融
合”主题书房，用轻松好读的图书选
品慰藉乘客旅途心灵；在芳庄乡的

“古法造纸”主题书房，书架上图文并
茂地介绍了古法造纸工序，宣传、传
承当地保留至今的传统古法造纸技
艺；飞云街道的“儿童好友”主题书
房，在细节处注入充满温度的“小确
幸”，托起儿童“微幸福”。

这样的多元化特色阅读空间，在
瑞安已逐渐成为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标
配。瑞安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
局长金铠介绍说，依托“15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建设，瑞安市的阅读空
间纷纷融入当地文化特色，主题各
异，内涵丰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

瑞安市图书馆遵循共享理念，向
学校“聚”力，向社会“引”力，联
合瑞安中学、马鞍山实验小学等建设
了 5 家学校分馆，让校园畅享阅读；
与文保单位、产业园区等机构跨界合
作，创建心兰书舍城市书房、高新小
微园百姓书屋等，打造“图书馆+”
服务模式，让阅读与读者心意相通；
设立了 150 个图书流通站、18 个汽车
图书馆流动点，构建起品质化、便捷

化、智能化的全域服务体系。
农家书屋是乡村文化地标。瑞安

市积极推进农家书屋提档升级，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市整合提升 144 个农
家书屋，建强 6 个农家书屋，打造环
境优美、图书优质、活动优享的乡村
文化阵地；通过1+X模式，设立农家
书屋+图书流通站，使中心村社全民
阅读点覆盖率达100%，构建方便、快
捷的阅读服务网络；探索农家书屋阅
读新载体，建成浙江省首批 6 家“有
声阅读农家书屋”，让阅读可听可感。

数字赋能有智慧
阅读服务随心享

“手机点一点，就可以随时看书。”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免费在线听书。”
在瑞安市马屿镇便民服务中心，居民们
围在“云农家书屋”数字终端触摸屏前，
扫码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

立足数字化建设，瑞安市创新基层
阅读新模式，上线浙江省首批“云农家
书屋”，让农家书屋从“田间”迈向“云
端”，促进基层农家书屋华丽蝶变。

“云农家书屋”依托瑞安市智慧社
区设立，主打数字化终端触摸屏，目
前已全面覆盖瑞安全部镇街和部分居
民小区。平台设置有“书籍查阅”“今
日推荐”“读书心得”“主题阅读”等
专栏，拥有电子图书 1 万余种、主流
期刊1000余种、有声书上万小时，在
线阅读功能便捷、资源丰富、更新及
时。家住瑞安市锦湖街道的市民李阿
姨喜欢在平台上看养花类书籍，“这个

‘云农家书屋’真是为我们送来了福
利，又快捷又便利，关键还能读到对
自己有用的书籍，确实不错。”

这可不是瑞安农家书屋的首次数
字化创新。此前，瑞安在农家书屋中
创新植入喜马拉雅有声阅读，融合有
声图书馆、“耳机森林”、朗读亭等功
能，打造了可以听书的书屋，为许多
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便利。

为方便读者阅读，锚定数字化，

瑞安市图书馆上线了远程办证功能，
人脸识别办证仅需 1 分钟；推出图书
转借平台，轻松实现图书在读者间自
由转借；打造预约借书服务，升级读
者荐购平台，让读者随时取阅心仪的
图书；推广“信阅”服务，在线选书
借阅、快递到家，“点单式”借书足不
出户满足阅读需求。

此外，瑞安市图书馆还打造了馆
员IP“小曹”，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
式，进行新媒体阅读推广。开展《心
兰 reading》《一起读吧》 直播，上线

《小曹碎碎念》《小曹带你逛市集》等
“小曹”系列短视频节目，发布真人系
列微信表情包，用亲切幽默、潮流有
趣的方式，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也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参与阅读活动。

文化需求精准达
特色活动润民心

“古人道：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
彩，足以长才；书犹药也，善读可以
治愚；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
自华。”随着一年一度世界读书日的脚
步日渐临近，瑞安市侨贸学校发出读
书节活动倡议，号召全校师生让阅读
如呼吸般自然。

在瑞安，阅读是一场全民自发参
与的盛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
读活动，总能精准满足各个年龄段读
者的不同需求。

以“一二三四五”系列为主线，
瑞安市开展了“一个读书节、两大讲
坛、三个社团、四大系列、五进活
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举办

“书香瑞安”全民阅读节系列活动，共
设5个专项100多场专题活动，贯穿全
年。开展全民阅读特色活动，如喜马
拉雅有声阅读活动推广、玉海讲坛国
学讲座、暑期春泥阅读培训班、最美
夕阳红心悦读等，营造了“倡导全民
阅读·共建书香瑞安”的浓厚氛围。

瑞安市图书馆打造集听、写、
讲、演四位一体的“小蜜蜂采书蜜”
绘本故事低幼读者服务品牌，每周六
推出亲子听绘本故事会及“小蜗牛手
工坊”创意手工活动；首创“幸福小
书包”阅读推广模式，把图书直接送
往学校，让学生足不出校便能畅享阅
读乐趣；创新“心兰读书会”活动，
为读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的平
台，全方位营造从轻松阅读到深度阅
读的学习环境。

阅读也需要法治保障。瑞安市还
将“扫黄打非”进基层理念融入到阅
读空间中，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版权保
护、绿色阅读的意识，坚持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如在喜阅·心兰空
间，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温馨的阅读
环境和舒适的阅读体验，还创
新设置了“护苗”行动知识科
普空间、瑞安市版权服务
中心南方喜工作站、瑞安
中华版本征集成果展示展
厅，潜移默化地提升读者
版权意识。

多元化特色阅读空间已逐渐成为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标配——

瑞安：书香福瑞溢满城，且读且安之
□黄琳

瑞安市农家书屋“喜阅·心兰空间”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瑞安市委宣传部 供图

▲湖州市第三届“交通集团杯·我是小小书香大
使”颁奖典礼暨首届书香纳凉节活动现场。▲

德清县悦读悦享·禹悦书房。
湖州市委宣传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