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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
路街道玉景社区广场旁，坐落着
一座“24 小时城市智慧有声书
房”。“这里就像家门口的小型图
书馆，没事的时候过来看看书，给
自己充充电。周末还可以带孩子
来这里读书，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提高文学素养。”玉景社区的
居民王先生表示。

该书房占地70余平方米，外
观设计呈现“一本平躺书本”造
型，内部宽敞明亮，配备智能朗
读亭、声音减压舱、互动滑轨听
书墙、有声书柜、有声留言墙、有
声画框、文创声音明信片打印机
等音频科技产品，设有立体耳
机、桌面听读机等有声体验场
景，配置纸质图书1000余册，电
子图书1万余册，音频内容涵盖
历史人文、国学经典、商贸财经、
中外名著等各个领域，并通过后
台自动更新，可满足不同人群的
阅读需求。社区居民只需扫描二
维码，即可在线获取喜马拉雅
FM线上优选音频，实现免费畅
听、免费带走，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高效、舒适的公共文
化服务。

相较于大体量的传统图书
馆，城市书房在位置选择上更加
灵活，也更能深入社区，贴近群
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
到阅读的乐趣与精神滋养，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有效打通公共阅
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自2019年起，济南市就把泉

城书房建设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
程来推动，让济南“老师儿”在家
门口就能看书借书、学习休闲。目
前，济南市已经建成高品质泉城
书房38家。这些泉城书房建筑面
积一般都在200平方米以上，全
部选择建在城市主要街道、大型
社区、繁华商业街、景区公园等人
流密集的沿街一楼，方便群众一
眼就看到、抬腿就能进。

在为市民提供优质便利阅读
服务的同时，泉城书房还被赋予
了弘扬济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使
命。泉城书房雨滴广场分馆，便是
国内首家“二安文化”主题城市书
房。此外，济南市还积极发动和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泉城书房建设，
探索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治、共
享的新模式。如泉城书房浙商银
行济南分行分馆，是济南市首个
24小时无人值守的书房，提供各
类书籍、期刊近10000册，并实现
了与济南市图书馆以及市内其他
书房的通借通还。

去年以来，河北省邢台市任
泽区以“悦读之城·书香任泽”建
设活动为契机，启动城乡书房建
设工程，通过建设城市书房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微书坊”全力构建
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小书房彰显大民生。在书房建设
选址上，遵循普遍均等、就近服务
原则，人口集中、交通便利，且环
境相对安静，构建便民利民‘15
分钟阅读圈’，提升文化服务效
能。”邢台市任泽区委宣传部负责

人表示。
推进城市书房建设，也是在

推进城市阅读圈建设。近年来，不
少地区正在着力构建城市阅读圈
公共服务体系，让市民在出门步
行的十几分钟内，就有一处阅读
空间，以此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氛围，推进全民阅
读，打造书香城市。

安徽省印发《安徽省2022年
“15 分钟阅读圈建设”实施方
案》，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公益普惠、
覆盖全省”的原则，“十四五”期
间，通过逐年新建、改扩建一批城
市阅读空间，推进“15分钟阅读
圈”建设。2022年度，安徽省将建
成600个城市阅读空间。

江西省《关于加强城市书房
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自2022
年起，按照合理安排、统筹兼顾的
要求，确定年度建设计划，力争到
2025 年底，实现主城区居民 15
分钟内可抵达任意一处公共阅读
点的目标，逐步形成覆盖全城、布
局合理、方便快捷、全民共享的服
务网络。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文化
和旅游局着力推动、引导、服务全
民阅读，提出因地制宜推进城市
书房建设，让市民在12分钟步行
路径内可享受到图书馆服务。目
前，武汉已建成及将建成城市书
房约20个，市民可免费借阅书籍
或自习。

……

城市书房作为一个新的服务载体，
它不仅能提供各类书籍供人们阅读，还
应该是一个集阅读、学习、文化、游览、
娱乐等功能的多元化空间。开拓多功能
片区、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城市书
房不断深化服务的重要举措。

在安徽省合肥市杏花公园内，坐落
着庐阳区首个建在公园里的城市阅读
空间杏花书院。书院临湖而建，是一栋
独立的徽派建筑，上下两层，占地近千
平方米，拥有书籍16000册。除了阅读
借书功能之外，书院还有很大的活动空
间，不仅设置了儿童互动区、成人活动
区，还有展览区域。书院提供基础与非
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具备“4+X”功
能，即具有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4
种标配功能，为少儿读者、老年读者等
提供多样化服务，并兼具双创空间、市
民小剧场、四点半学校、便民服务点等
特色功能。

作为云南省昆明市首个城市书房，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悦读
小屋”是昆明市探索“文化+旅游”服务
模式的初步尝试。这里有图书5000多
册，两年多来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读书会、分享会以及惠民演出等活
动250多场，直接服务或覆盖人群7万
多人。

读书分享、艺术沙龙、主题讲座、亲
子活动、节庆活动、作品展示、非遗培
训……城市书房里的惠民活动，不断提
升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充实着城
市的文化氛围，让阅读变为“悦”读。值
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书房还会在寒暑
季节为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休息场所
和免费茶水等便民服务，进一步扩大社
会效益。

在扩展业态和功能的同时，有的城
市也通过打造特色鲜明的主题城市书
房，整合阅读资源，构建以主题为链接
的社交圈，让城市书房作用发挥和使用
效率进一步提高。

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玉皇山路与
大禹路交叉处的游园影梦·悦书房，便
是一家以电影文化为主题的城市阅读
空间，空间布局曲径通幽，色彩运用以
王家卫电影为灵感，格调鲜明。据负责
人介绍，悦书房深受附近居民喜爱，这
里举办的各类活动，为喜爱阅读、艺术
和电影文化的人群提供交流平台。“我
们在4楼专门设立了一个小型观影厅，
之前做过成长影院，播放了100部适合
家长陪孩子看的亲子电影。”

而在浙江省瑞安市，有一家寓言文
学主题城市书房，书房以寓言、童话等
定位精准的藏书呈现，通过《小马过
河》《海国公主》等故事的内嵌式设计，
寓教于乐的寓言集卡、集印章等软硬件
配套，以有趣的故事、好玩的游戏，打
造集创作、培训、演出、娱乐于一体的
寓言童话基地。

城市书房不仅是便民利民的
阅读场所，也是提升城市文化品
质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城市
书房成为城市新的文化地标，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的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前身为沈阳
东贸库旧址。东贸库是沈城现存
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是沈城
宝贵的历史工业遗产，对于全国
仓储物流业发展史具有重要意
义。时代文仓城市书房整体建筑
改造于旧东贸库，将历史留下的
工业遗产转化为了新时代的文化
地标。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面积达
5500平方米，整体选用了木质构
造、绿植、白色装饰等元素，营造
出自然和谐之美的“阅读殿堂”，
内有政治、艺术、文化、科技等诸
多领域的15万余册书籍，是集文
化、艺术、休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空间。和时代文仓城市书房
一样，沈阳市铁西区红梅产业园
城市书房也是由废旧厂房改造而
成，这里占地近800平方米，藏书
万余册，原来是红梅味精厂发酵

过滤车间，斑驳的红砖墙面、半圆
式的穹顶，保留了车间原有的基
本外形和框架结构，再以复古文
艺风重新装修，无不唤醒读者尘
封的工业记忆。市民王女士说，坐
在这座始建于1945年的发酵过
滤车间里选书、看书，能感受到历
史厚重感。

改造城市闲置空间、老旧历
史建筑，打破传统图书馆固有
模式与布局，因地制宜建设个
性化的城市书房，是不少城市
的选择。

在湖南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内，有一处面向湖景的城市阅读
空间。这里原是后湖之畔一处观
景平台下方的闲置空间，经过一
番改造后，成为面向市民免费开
放的“可见”城市书房。书房一面
朝湖，全景落地玻璃，里面原来的
挡土墙跟地面有个高差，自然形
成了一个类似于阶梯教室的有趣
空间。屋顶的露台开一个缺口，旋
转梯连通底下，读者和游客可以
从上面直接进入书店。“坐在里面
看书，一抬头就能看到后湖美景，
感觉十分美好，我现在只要一有
空就会过来。”家住附近的市民周

欣说。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书房，

也是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今
年6月，武汉市第一家开在百年
建筑里的城市书房——江城书
房正式开馆。江城书房坐落在
繁华的武汉中山大道与南京路
交汇处，是武汉图书馆打造的
一座“街头图书馆”，由具有百
年历史的大孚银行大楼重新装
修改造而成，在保留历史建筑
原有结构和室内格局同时，刷
成了亮眼的克莱因蓝与橙色，
庄严而不失时尚。书房以文学、
历史、生活类图书为主，拥有纸
质藏书约 2 万本，另有 3500 册
云端电子书，是目前武汉市藏
书最多的城市书房。

江城书房专门开辟了“江城
映象”品牌书架，收集了有关武汉
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城市建筑、
人物历史、摄影书法等各类图书。
武汉图书馆馆长李静霞表示，江
城书房地处武汉“地标”江汉路步
行街附近，游客云集，希望通过这
些书籍，呈现武汉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特色，同时也展现一代
又一代武汉人民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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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房是图书馆体系下传统阅览室的新模式，是图书馆阅读空间的延伸，

也是图书馆概念在市井街巷的延伸。近年来，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在越来越多

的城市落地、生根、发芽，受到广大市民的追捧和点赞。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

一个新亮点，城市书房如何建，建在哪，如何发挥城市书房的功能……本期聚焦

各地在城市书房建设上的经验做法，探索城市书房的现状及发展。

闲置空间华丽变身
激活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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