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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四川省图书馆二楼大厅，西侧的智慧
阅读空间吸引不少读者驻足，这里集合了多种
智慧阅读设备，包括搭载在线书城系统的墨水
屏阅读器、“瀑布流电子借阅系统”、智能棋艺桌
和数字书法机等。自2022年1月对外开放服务
以来，截至 2023 年底这里已累计服务读者约
119万人次。

该馆还通过数字化建设不断简化借阅流
程，目前不仅支持使用身份证、社保卡等实体卡
借阅，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电子借阅卡，读者
只需将书放置在自助借还书机的图书感应区，
就能批量识别和借还。市民王女士用手机扫码
一次性归还了 6本童书，“批量借还功能节约了
很多时间，相比实体卡我更常用电子卡，有时没
带身份证也不担心。”

此外，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也正稳步推进，

该馆 15 台自助借还书机中，有 2 台专门提供通
借通还服务，读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享受
成渝两地图书馆资源一站式检索、文献传递、图
书通借通还等智慧化服务。据介绍，目前四川
73 家公共图书馆与重庆 42 家公共图书馆已实
现图书通借通还。

夜已深，浙江三门县的大剧院和合书吧内
仍有不少市民在阅读自习。当地建立的24小时
自助图书馆和合书吧，以更优化的服务让阅读
不受限。

“目前全县已建成13家和合书吧，市民可就
近选择，刷身份证或扫脸入馆，免费借阅；书吧
还提供有声阅览、主题化场景布置等，让更多读
者爱上图书馆，享受这里的文化气氛。”三门县
图书馆副馆长李旭说。

（记者魏一骏、周以航、杨淑君、魏冠宇、董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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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让阅读不受限

丰富内容 创新场景 优化体验
——各地多举措提升服务推动全民“悦读”

4 月 21 日晚，浙江杭州春雨淅沥。位于杨
柳郡小区的纯真年代书吧透出温暖灯光，一场
主题为“《人间词话》‘境界’说之‘造境’与‘写
境’”的讲座吸引不少听众到场聆听。

在讲座中，文化学者曹文彪深入浅出地解
析王国维对“境界”的独特理解。“讲座非常好，
曹老师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部经典作品，回去
后我再仔细阅读品味。”从浙江金华特地赶来的
听众张标莲说。

“作为一家小区里的书吧，除了书店功能，
我们更多想为附近居民提供一个共享文化空
间。”纯真年代主理人朱锦绣说，在属地彭埠街
道文化站的支持下，相关活动贯穿全年，引导更

多人培养热爱阅读的习惯。
在雪域高原，咖啡厅、茶饮店林立的西藏拉

萨藏大中路，开设了当地首个城市文化驿站“hi⁃
ma hima 隙马画廊”。除阅读外，市民在此还能
参加文化沙龙、观看展览。

作为拉萨市首届图书展会分会场，日前这
里开展了一场艺术书装帧工作坊活动，一群青
年动手体验书籍装帧的乐趣。依托城市书房和
城市文化驿站，今年全年拉萨预计开展不少于
60场公共文化活动。

“阅读不能仅仅集中在世界读书日前后，近
年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更多人加入
阅读的队伍，对普及阅读文化、引导人们形成常
态化阅读习惯很有帮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
系副教授范叶超说。

丰富活动培育“引力场”

中午一点，走进位于四川成都青羊区光华
街道的益民菜市（家园店），几名摊主正在“菜市
书屋”里看书聊天。书屋内书籍种类丰富、摆放
有序，环境整洁温馨，10 余平方米的空间内，书
香味和菜市场的烟火气交织汇聚。

“这间‘菜市书屋’从去年10月开始运营，读
者大部分是菜市经营户及其子女，以及附近来
买菜的居民。”益民菜市（家园店）店长苟明朝
说，这里的书籍大多是健康知识、家庭菜谱、育
儿手册等实用类书籍，更有针对性地满足附近
居民和经营户的阅读需求。

据了解，按照“市级规划+属地统筹+市场
运营+志愿服务”多元共治模式，目前成都市创
新打造并开放 47家“菜市书屋”，为市民提供邻
里交流、亲子阅读、休憩放松的公共惠民空间。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地安门十字路口
南侧，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静静矗立，写有“中
国书店”的牌匾在蓝绿色调门梁彩绘的映衬下，
显得庄重古朴。

始建于1420年的地安门雁翅楼是北京中轴
线上的著名景观。“中国书店雁翅楼店自2015年
开业以来，一直努力打造特色文化阅读空间。”
中国书店雁翅楼店经理孙奕介绍说，从最初以
传统国学、古籍类图书展陈为主，到运用屏风、
书架、展台等构成多个功能区域，再到在二层打
造综合性中轴线文化阅读空间……这座优雅安
静的城市书房成为众多市民的“悦读”场所。

“我的工作需要积累大量关于北京文化的知
识，在这里能找到很多有关大运河、中轴线、老北
京胡同的书籍资料。”北京市民方喆告诉记者，平
时他还很喜欢带着4岁的儿子一起来，“孩子一进
门就跑去自己看书，在这里他读得特别专注。”

因地制宜开拓新场景

4月21日晚，听众在杭州纯真年代书吧聆听讲座。新华社记者魏一骏 摄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助力培育阅读“引力
场”，因地制宜结合特色打造阅读新场景，通过数
字化等手段不断优化阅读体验……今年4月23日
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记者近日在浙江、北京、四
川、西藏等地走访发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项举
措，从形式到内容推动全民阅读不断深化，促进全
社会形成热爱阅读的氛围，让热爱阅读的人群更
加愉悦地享受到读书的乐趣。

青年在拉萨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城市文化驿站“hima hi-
ma隙马画廊”参加艺术书装帧工作坊活动。（德吉曲珍 摄）

4月16日，读者在中国书店雁翅楼店翻阅书籍。
新华社记者杨淑君摄

4月16日中午，益民菜市（家园店）的经营户在“菜市书
屋”内读书。 新华社记者周以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