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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 丽 的 山 海 水 城 台 州
市，台州书香、温岭书香沁人
心脾。4 月 25 日下午，台州市
图书馆副馆长林君荣，温岭市
政 协 文 史 和 学 习 委 主 任 吴 良
颢，浙江省阅读之星、台州市
路 桥 区 传 媒 中 心 编 播 部 主 任
庄 向 娟 做 客 “ 红 沙 发 ” 系 列
访 谈 ， 围 绕 “ 悦 享 台 州 怎 么
做 ” 主 题 ， 畅 谈 对 建 设 书 香
台 州 的 建 议 。 在 他 们 看 来 ，
阅 读 可 以 激 发 更 大 的 生 命 能
量，不仅能提升个人素养、照
亮人生，也赋予城市文明建设
力量。

委员读书引领阅读

作为温岭市政协文史和学
习 委 主 任 ， 吴 良 颢 用 “ 点 ”

“线”“面”三个层面来谈温岭
市政协的委员读书工作。“这个

‘点’就是每一名政协委员。首
先是点上发力，让读书工作有
滋有味。其次是线上联动，让
读书工作有条有理。最后是面
上 展 开 ， 让 读 书 工 作 有 血 有
肉。”吴良颢说。

在他看来，读书是每一名
政协委员的必修课和基本功。
政协委员的读书工作，是把读
书定位为政协委员的工作内容
之一。其具体做法如下：一是
荐书，书目由市政协主席、副
主席，以及每个政协专委会、
界别组推荐。每个季度提供一
批学习资料，每天都会在读书
群里推荐一篇文章。二是读书，
倡导开展“每天读书一小时、每
月阅读一本书、每季分享一本
书”的“三个一”委员读书活
动。三是评书。通过开展“读书
心得”“经典诵读”比赛，通过
开展“书香委员”“书香界别”
评选，推动读书工作走深走实，
促进委员增长“懂政协”的知
识、增加“会协商”的智慧、增
强“善议政”的本领。

“线”就是政协界别。每个
界别活动站实现委员书屋全覆
盖，有了读书活动根据地。各界
别开展读书活动“规定动作”有
重点，“自选动作”有亮点。坚
持学用贯通、知行合一，努力把
读书活动中的“头脑风暴”“智
慧火花”，变成资政的“金点
子”、建言的“金句子”、履职的

“金钥匙”，转化为高质量的提
案、大会发言、调研报告、社情
民意信息。

最后是从面上展开，温岭市
政协着力打造的政协委员读书工
作品牌是“崇学‘岭’读·书香
政协”，用这个“岭”字体现温
岭元素，同时希望一语双关体现
为“引领”的“领”。

政协委员往往是各行各业
的人才精英，社会示范效应和
带动作用不容忽视。吴良颢表
示，温岭市政协委员们立足委
员读书“内循环”，打通社会

“外循环”。具体来讲，比如开
展 政 协 委 员 “ 助 百 村 、 帮 百
企、联千户”主题系列活动；
在掌上温岭 APP 开设书香政协
频道，在温岭政协网站、微信
公众号，浙政钉“温岭政协·

掌上履职”，数智政协系统等
平 台 开 设 委 员 读 书 工 作 专
栏 ； 面 向 社 会 每 月 定 期 举 办

“文史讲堂”，在听众中开展
“图书漂流”；新落成的温岭
书 城 正 在 建 设 开 放 式 的 “ 政
协书房”；积极鼓励政协委员
踊 跃 参 与 全 民 读 书 月 、 科 普
日 、 家 庭 图 书 分 馆 建 设 等 活
动 ， 带 动 本 界 别 群 众 、 本 单
位 人 员 开 展 读 书 活 动 ， 引 领
崇文善学风尚。

“热爱读书的委员就是最好
的阅读推广人，对于推动全民
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有着重
要作用。”吴良颢说。

不断优化基础保障

全民阅读需要引领，当然
也要有图书馆、书店等基础保
障。访谈中，林君荣分享了公
共图书馆在当地推广全民阅读
的经验和做法。

据他介绍，台州市图书馆
从 2010 年开放至今，一直秉持
两个理念。一是无差别地对待
每一位读者，构建全生命周期
阅读服务体系。具体而言，有
为新生儿准备的“新生儿阅读
大礼包”，为婴幼儿准备的“童
萌汇小书坊”，面向青少年开设
的“嗨皮小书坊”等，面向成
年人开设的台州市民讲堂、市
民书友会、云享新阅直播间、
移动 e 课堂、云水展窗、台图
课堂、TA 的故事——真人图
书馆、纪录片分享会等；有针
对 老 年 人 开 设 的 “ 乐 龄 e 课
堂”；面向特殊人群，将图书配
送至监狱、看守所、特殊教育
学校等，品牌活动如国际盲人
节活动等。

二是不断优化图书馆的服
务手段，包括免押金办证 （支
付宝、微信、市民卡、长三角
一卡通、亲情卡等多渠道）、不
下车自助还书系统、通借通还
服务、信阅服务等。

关于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的
建议，林君荣表示，首先是硬
件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

“总体来说，台州通过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有
了很大提升，如黄岩、玉环图
书馆新馆在去年开放，接下来
天台、仙居、温岭图书馆新馆
也 即 将 开 放 ， 但 还 是 有 一 些
县 （市 、 区） 图 书 馆 的 馆 舍
比较陈旧、面积狭小，离进一
步发挥县级馆总馆作用还有一
定距离。”

二是阅读空间建设需要全
社会参与。“和合书吧和乡镇
分 馆 、 文 化 礼 堂 图 书 馆
（室）、温岭的家庭图书馆，共
同构成了公共图书馆阅读体系
的硬件支撑。目前全市有 138
家和合书吧，但是分布到全市
城乡，密度就很小了，需要全
社会在个性化阅读空间建设方
面提供更大支持，包括主题图
书馆、沉浸体验式图书馆、休
闲图书馆等方面。”林君荣谈
道，当然这些空间需要专业的
设 计 ， 正 如 那 句 话 所 说 的 ，

“当家庭的书房比图书馆还要
好的时候，读者就不会到你这
里来”。

媒体推广勇于创新

媒体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
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引领民众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作为台州媒体人，庄向娟
表示，能够让一个人捧起一本
书，其实就是在打开一扇窗，
打开了其人生的另一种体验，
思考多一种可能。从这个意义
上说，媒体推广阅读这项工作
应该坚持下去，并且努力实现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我一直通过媒体和阅读
打交道。”庄向娟介绍，台州
市路桥区传媒中心在报纸上开
辟了阅读专版，持续向大家推
荐 好 书 ， 也 开 辟 专 栏 ， 刊 登
读 者 的 读 后 感 。 同 时 密 切 关
注 本 地 作 家 ， 如 郑 九 蝉 老 先
生等。“当地作家用他们独到
的 眼 光 观 察 这 座 城 市 ， 打 开
了 这 座 城 市 的 另 一 种 解 读 方
式 。 我 们 每 个 人 对 生 活 的 这
座 城 市 一 定 有 自 己 的 解 读 ，
但 品 味 别 人 的 作 品 ， 与 自 己
的 所 思 所 想 发 生 碰 撞 ， 未 尝
不是一种交流。”

“作为本地媒体，我们挖掘
社 会 上 的 阅 读 达 人 ， 深 入 采
访，报道他们的故事；组建小
记 者 团 队 ， 带 着 他 们 深 入 社
会，了解社情民意，同时也推
荐他们阅读相关书籍，带他们
撰写相关报道；跟踪流动图书
车、24 小时图书馆等，挖掘讲
述当地的读书故事，影响更多
人加入到读书人队伍中 来 。”
庄 向 娟 介 绍 ， 当 地 媒 体 也 会
和 一 些 部 门 合 作 开 展 阅 读 活
动，如自 2007 年开始，16 年
与路桥区图书馆举办了 600 多
期南官人文大讲堂等。“我想
这 些 都 是 很 好 的 另 一 种 阅 读
形 式 ， 我 们 媒 体 参 与 其 中 以
及 报 道 ， 把 画 面 、 声 音 变 成
文 字 ， 也 就 是 传 递 了 一 种 阅
读的信号。”

“实际上，媒体在推广新式
阅读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庄向
娟举例道，譬如可以寻找一些
专业领域毕业的年轻人，诸如
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历
史等，将各个领域内的知识编
辑成一期期的小视频，放在抖
音和微信小视频上，开启阅读
的另一种方式。

庄向娟自己也是一个阅读
爱 好 者 ， 因 此 在 阅 读 推 广 方
面，她也有更多的思考：“或许
在一个大众的场合，有关阅读
内容的分享仍然是私人的，但
就阅读这件事的形式来说，是
一定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这个
层面出发，媒体在推广阅读这
件事上责无旁贷，也更应勇于
创 新 ， 花 更 大 的 力 气 把 它 做
好。”在她看来，书被 1000 人
读 过 ， 就 成 了 1000 本 书 ， 这
1000 本 的 能 量 不 应 该 被 “ 折
叠”，而应该相互激发出更大
的生命能量。

激发更大生命能量
□本报记者 郝天韵

浙江省台州市一直以来十分
重视全民阅读工作的推进，尤其
是近年来，台州市全民阅读活动
蓬勃开展，内容不断充实，活动
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窥一斑而知全豹。想要了解
台州市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开展
情况，通过这里的书香机关、书
香企业、书香校园、书香社区、
书香家庭、书香个人等等，可以
看到台州、浙江全民阅读蓬勃发
展的样貌。

4月25日下午，中央企业留
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中国能
建葛洲坝生态环保公司温岭公
司总经理刘平，温岭市图书馆
原馆长、2019 年浙江省公共图
书馆优秀阅读推广人杨仲芝，温
岭市第三中学教师、温岭市首批
阅读推广人、温岭市朗诵协会副
主席郭永军做客“红沙发”系列
访谈，围绕“全民阅读与个人、
城市和文明的关系”这一主题，
分别从各自领域介绍温岭市全民
阅读推广情况，并分享阅读推广
经验。

家庭图书分馆遍地开花

关于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
公里”，台州温岭市给出的答案
是开展家庭图书分馆建设。温岭
市把阅读推广的重心放在农村，
以建立总分馆制为抓手，大力开
展家庭图书分馆建设。

近年来，在推进全民阅读方
面，温岭市图书馆一直在“深
化”两个字上下功夫。“农村有
农村的做法，城区有城区的做
法，而且我们的深化工作具有开
创性，不仅在阅读体系上有创
新，而且在阅读活动上有创意，
可谓颇具特色，亮点纷呈。”杨
仲芝介绍，比如，在广大农村，
大力开展家庭图书分馆建设，从
2016 年到 2022 年年底，共创建
了410余家家庭图书分馆。

何谓家庭图书分馆？据杨仲
芝介绍，主要是指志愿者在自己
的家里或机构设立图书分馆，以

“公共资源+社会力量”义务为
邻里和社会开展阅读服务的一种
总分馆制模式。

家庭图书分馆建设，以阅读
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创新荣获首
届公共图书馆最佳创新奖。比
如，在家庭图书分馆建设的基础
上，温岭市形成了以总分馆制为
抓手的“市—镇—村—家”四级
阅读服务体系，这张阅读服务网
络覆盖温岭城乡大地，有效地推
进了城乡阅读均等化，为全国首
创。比如，城镇这一块，温岭的
深化全民阅读工作概括起来是：

“四进”+有声图书馆城市书房+
漂流图书馆。“四进”就是全民
阅读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进机关；城市书房，由温岭市
委宣传部建设有声图书馆及漂
流微型图书馆，在市区环境优
美、人流众多的公园、广场建
立 10 个；由市委宣传部牵头，
在乡镇街道社区再建 10 个漂流
图 书 馆 ， 以 加 密 阅 读 服 务 网
点。“基本的理念就是读者在哪
里，我们的阅读推广和服务就
到哪里。”杨仲芝说。

家庭图书分馆的创新主要有

三点：阅读服务体系、阅读服务
模式，以及阅读服务供给侧改
革。“家庭图书分馆与过去的家
庭图书馆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有
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家庭图书
馆是藏书楼，不对外开放，构不
成阅读服务体系。现在的家庭图
书分馆对邻里和社会开放，是阅
读服务体系的一个层级，与市、
镇、村图书馆一道构成四级阅读
服务体系。家庭图书分馆的建立
让社会资源参与进来，这样做不
仅让公共图书馆的资源‘走出
来、用起来、活起来’，而且可
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弥补公共
资源的不足。另外，从供给侧考
虑来实现均等化，关键在于实现
城乡阅读服务的均衡供给。”杨
仲芝表示，把家庭图书分馆建到
广大农村，建到海岛渔区，建到
边远落后地区，就是加大了对农
村、渔区和落后地区阅读服务的
供给力度。

经过几年努力，截至 2022
年年底，温岭市410余家家庭图
书分馆向市总馆借书 11.8 万册
次，二次借阅43.5万册次，开展
各项阅读推广活动342场，服务
读者58.2万人次，合计自筹图书
11万余册，馆舍面积2万多平方
米，服务人员达410人。

“家庭图书分馆建设的成效
是十分显著的。”杨仲芝表示，
家庭图书分馆是阅读服务的最后
一站，最接地气，只有把家庭图
书分馆建到广大农村，建到千家
万户，让阅读服务遍地开花，才
真正、彻底地打通了阅读服务

“最后一公里”。

书香企业阅读氛围浓厚

家庭图书分馆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纯家庭型，一种是机
构型。作为温岭市书香企业代
表，刘平所在的中国能建葛洲坝
生态环保公司温岭公司一直以来
承担“传播环保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的央企社会责任，也是机
构型家庭图书分馆的代表。一次
图书馆借书的偶遇，让刘平与杨
仲芝结识。两位志同道合的爱书
人，经过多次商议达成合作。于
是，中国能建葛洲坝生态环保公
司温岭公司在 2018 年正式成为
温岭市家庭图书分馆中的一员。

“相比于其他纯家庭型图书
分馆，温岭公司家庭图书分馆就
是一个大团队，这个大家庭里
的每一个人既是受益人，也是
志愿者。家庭图书分馆让员工
们享受了书香和阅读的馈赠，
同 时 ， 作 为 环 保 事 业 的 推 动
者、践行者，肩负着传承绿色
发展理念、传播生态环保文化
的重任。”刘平说。

中国能建葛洲坝生态环保公
司温岭公司有员工近180人。据
了解，温岭公司家庭图书分馆成
立后，积极营造“全员阅读、勤
学习、书香伴我成长”的良好氛
围，分馆建设初期，书籍全部由
温岭市图书馆总馆提供，最高达
500 册 ； 2020—2022 年 藏 书 有
1100 册 ， 2023 年 年 初 藏 书 有
5000册。“随着家庭分馆存书量
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借阅量也逐
年递增。除了员工日常的自由借

阅外，公司还经常性地组织员工
举行各类阅读活动、和其他单位
组织开展阅读类活动，如读书沙
龙、读书心得交流会、读书会等
等，截至目前已达 32 期，参加
集中阅读交流活动的人数超500
人次。”刘平表示，未来，温岭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行业优势，结
合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策划更加
丰富的活动，积极参与温岭乡村
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文化与属地
文化优势互补，碰撞出更加绚丽
的火花。

“葛洲坝生态环保公司积极
开展环保教育，不断升华家庭图
书分馆的职能。”杨仲芝认为，

“将图书馆从传统阅读升华到传
播环保知识，引导周边群众及社
会大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将有形的阅
读变成无形的环保知识传递。”

风吹麦浪 书声阵阵

“活在珍贵的人间/太阳强
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
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
彻底干净的黑土块……”近日，
温岭市朗诵协会、作家协会走进
温岭市箬横镇东浦中学，给孩子
带来了一堂意蕴深厚的“麦田里
的语文课”。郭永军和朗诵协会
的 10 多位会员带着孩子们，迎
着阵阵麦浪，朗诵诗篇。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郭永
军在教书育人与推广阅读的过
程中始终坚持的方法是朗诵，
他认为，通过朗诵可以让文字
拥有温度、拓展时间的宽度并
挖掘文字的深度。他在 2015 年
与温岭的爱书人开启青少年公益
阅读项目“太平喜阅吧”，至今
已开讲124期；又在2022年开启
亲子朗诵项目“喜阅畅读吧”，
10 多次活动已在温岭市图书分
馆落地生根。作为一名语文老
师，他经常组织活动，通过朗诵
诗文的方式，鼓励学生拓展阅
读，诵读经典，用琅琅读书声，
去感受朗读的快乐、书香的悠
远。作为温岭市朗诵协会的主力
成员，他和其他会员一起交流学
习，经常走进校园开展“朗诵经
典·读响校园”课文名篇朗读
会，多次在海角诗会、中秋诗
会、东海诗歌节等活动中让文字
插上声音的翅膀。

多年来，郭永军就这样带着
孩子们诵读经典，让书香浸润
温岭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谈
到阅读对于青少年价值引领的
作 用 和 深 远 影 响 ， 郭 永 军 表
示，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
席黄亚洲曾题赠温岭三中学子
所说，努力做到读书之时保持
心境快乐！“这让我想到青少年
通过阅读熏陶成为快乐的、会
生活的人。”郭永军说，希望将
学生培养成有灵魂、会生活、
向未来的读书人。

因此他建议当下的青少年在
阅 读 时 ， 多 读 打 精 神 底 子 的
书，“注重培养互联网时代的新
读写能力”，并现场引用《山高
水阔书香远：全民阅读活动的探
索与思考》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

“青春作伴好读书”，呼吁大家趁
年轻多读好书。

阅读之光照进城市与乡村
□本报记者 郝天韵

主题：全民阅读与个人、城市和文明的关系
嘉宾：中央企业留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中国能建葛洲坝生态环保公司温岭公司总经理 刘平（右一）

温岭市图书馆原馆长、2019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优秀阅读推广人 杨仲芝（左二）
温岭市第三中学教师、温岭市首批阅读推广人、温岭市朗诵协会副主席 郭永军（右二）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郝天韵（左一）

主题：悦享台州怎么做
嘉宾：台州市图书馆副馆长 林君荣（右二）

温岭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吴良颢（右一）
浙江省阅读之星、台州市路桥区传媒中心编播部主任 庄向娟（左二）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郝天韵（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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