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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急着走”到“待不够”
创新服务方式、吸引更多读者，河南延津县图书馆——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如今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但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低、资源配置不
合理、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依然存
在。

周末，河南省延津县图书馆里，
来来往往的读者比平日里更多。人
们戴着口罩排着队，保持安全距离进
进出出，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来回忙
碌。

“在延津，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日
渐流行的休闲方式。2019年，来县图
书馆借阅、参观的读者达到23万多人
次，图书外借近 35 万册次，而全县总
人口才51万人。”谈起这些，延津县图
书馆馆长范伟如数家珍：“这就是我
们的人气嘛！”

延津县以农业为主，虽然在公共
文化服务上的财政投入有限，但服务
创新的力度无限。以延津县图书馆
为例，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
内容，激活了公共图书馆的活力，延
伸了阅读服务的半径，在当地营造了
越来越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延津
县图书馆也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图
书馆和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先进集体。

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这个“县城
小馆”有怎样的秘诀？

休闲悦读，从“库房”变为新
文化地标

“原来的县图书馆就是个小仓
库，放不了多少书，更没有给读者留
下阅读的地方。”谈起过去，范伟感慨
颇多，“这样的条件，坚持来看书的读
者能有多少？”

2007年，延津县决定修建新的图
书馆，范伟也道出多年来的观察和思

考：“很多人觉得，图书馆不就是个藏
书、借书、读书的地方吗，还能有啥服
务？这忽略了人们对舒适、温馨的需
求，图书馆要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

2010 年，延津县图书馆新馆建
成。建设伊始，延津县图书馆就在全
省公共图书馆界率先提出“休闲阅
读”概念，设立了两个休闲阅览室，内
设 90 多个休闲座席和 40 多个座椅，
室内光线柔和，特定时间还会播放轻
音乐，也配备了空调、暖气，环境温馨
舒适。

“图书馆过去像个‘库房’，夏天
热冬天冷，借到书就想急着走，天气
一不好就干脆不去了。”延津县第一
高级中学的退休教师刘秋堂是个“书
虫”，“如今我却在这里待不够，累了
小憩、醒了读书，隔一段时间站起来
活动活动，好不惬意！”刘秋堂说。

为了方便借阅，延津县图书馆还
开通了数字图书馆业务、安装自助借
还设备，并且建立了3D立体书屋，帮
助孩子们体验立体式实景阅读。在
专门设置的老年人和少儿阅览室里，
则配备了不同高度和类型的桌椅，以
适应不同年龄段读者的生理特点。
盲人书架有专人打理，方便盲人借
阅。

“阅读应该成为一种享受。”范伟
说，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已经成了延
津县的一个新文化地标，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来阅读、休闲。为读者提供
良好的阅读环境，有利于推广阅读。
俗话说爱屋及乌，我们这是‘爱馆及
书’。”

送书上门，实现更大范围的
资源共享

“图书馆不能被动地等读者上
门。”新馆建成后，范伟一直在思考如
何更充分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实现

更大范围的阅读资源共享。
平日里，范伟特别喜欢观察读

者、和读者交流。大约6年前，一名少
年引起了她的注意，“高中生模样，每
周末都拿着五六个借书证来，背一大
包书回去。”

这个高中生名叫许同杰，在县城
读书，家住25公里外的石河村。小许
爱读书，他同村的很多孩子也喜欢看
书，但由于距离太远不方便来借阅，
小许就利用周末时间给小伙伴们统
一借书。

范伟随后去石河村调研，被孩子
们真挚的眼神和对阅读的渴望打动
了。2015 年 8 月 18 日，石河村“萤
火”小书屋作为县图书馆的服务点
之一正式成立，就设在小许家二层
西侧的房间里。650 本书全部由县
图书馆提供，都是为青少年“量身定
制”的文学名著、历史知识和百科类
书籍等。小许成了管理小书屋的志
愿者，负责借还书和登记造册。如
今，许同杰已经上大学，小书屋由他
的母亲打理。

“村小学离我家不远，一到放学
或者放假，很多孩子来这里读书。”许
同杰说，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会定期来
更换图书，累计更换达 4000 多册次，
还多次在村里举办读书活动，“很好
地解决了村里孩子‘读书难’的问题，
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让阅读“走出去”的服务点不止
一处。“2012 年起，我们和县财政局
合作，成立了延津县图书馆首个服
务点，如今已建成的 37 个服务点覆
盖了县内全部乡镇和街道。每个服
务点都有统一的借阅和管理制度，
配备图书 500 到 2000 册不等，并根
据读者反馈定期更新。”范伟介绍，
各服务点和县图书馆一样全部免费
借阅。

“‘萤火’小书屋是我们直接在村
里建立服务点的尝试，受经费和藏书
数量的限制，还没办法大规模推广，
但我们向基层、向农村延伸服务的方
向不会变。”范伟说。

融入日常，开展多样互动的
读书活动

2019 年 4 月，延津县图书馆和县
妇联、县教育体育局合作举办了面向
全县中小学生的“给妈妈的一封信”
活动。“本来以为现在写信的人不多，
结果收到了600多封信。”范伟说。

紧接着，延津县图书馆组织了一
场朗诵会，让孩子们自己诵读书信，
将信中故事搬上舞台。活动当天，
有 800 多名家长和孩子到场参加。
14 岁的留守儿童田小爱（化名）因父
母离异多年，与母亲关系紧张，通过
这场诵读会，母女俩说出了彼此的
心声，田小爱也因此更加喜爱阅读
和写作。

“如何让阅读融入日常，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仅仅有书籍和场地是
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多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范伟说，延津县图书馆每年举
办的科普展览、学术讲座以及励志教
育等活动不下100场。

“我懂得了老师是一种崇高的职
业。小朋友要多关心老师。”翻看儿
子小龙的“阅读存折”，家长马丽娟感
受到了孩子的成长。

范伟说：“县图书馆每年会举办
百日阅读活动，孩子会领到一本‘阅
读存折’，阅读够一定时长，就登记
一笔‘存款’，活动结束时，县图书馆
会根据‘存款’奖励一本到一套不等
的青少年读物。”马丽娟带着两个孩
子连续参加了 3 届活动，孩子们的阅
读量、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了
很大提高。

“我们要积极开展寓教于乐的各
种读书活动，引导读者崇尚阅读、坚
持阅读，让阅读成为悦读。”范伟说，
塑造人的精神气质，也是在塑造一个
地区的文化风尚。

（据《人民日报》）

延津县图书馆内，小读者们在一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