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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搬迁后的困扰

70岁的周中青是张店一
企业的退休职工，平时喜爱读
书，2015年之前，一直在淄博
市图书馆借书阅读。2015年
淄博市图书馆整体搬迁到了城
西，这让天天泡图书馆里读书
的周中青感觉很不方便。因为
新馆离家太远，交通不便，他不
再像以前一样天天泡在图书
馆，也不再经常从图书馆借阅
书籍了。慢慢地，周中青的借
阅证也搁置了起来。

“图书馆搬迁之后，流失了
很多读者，加上伴随着城市的
发展，图书馆的功能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了，
这就需要图书馆创新求变，改
变思路，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精神需求。”

当时淄博市图书馆负责人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图书馆
的辐射半径至多为5公里，怎么
能让5公里之外的市民也可以
方便地借阅图书，让图书馆遍
地开花是个好想法，但建设图
书馆远非一项小工程。于是，
淄博市图书馆专门做了一个计
划，并借鉴了外地的成功经验，
提出了建设城市书房的概念。

资金不足背后的有解思维

城市书房概念提出之后，
得到了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的
支持与赞同。淄博市文化和旅
游局公共服务科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建设一个城市书房，从购
买图书、租赁地方、购置借阅设
备、装修等，至少需要200万
元，而财政投入至多70余万
元，剩下的130万元怎么解决？

经过慎重考虑以及征求多
方面意见之后，淄博市文化和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决定，引入
社会力量，共同打造城市书房，
于是便有了淄博市第一家城市
书房的诞生——— 紫园城市书

房，由新东升置业和淄博市图
书馆共同建设运营。

第一家城市书房的运营，
赢得了读者的广泛称赞，一度
出现了“一座难求”的场面，成
了不少市民的时尚打卡地。城
市书房作为淄博市图书馆的分
馆，与淄博市图书馆实现了通
借通还，大大减少了读者借阅
以及还书的距离，方便快捷。
紧接着，淄博市图书馆又吸纳
景区、餐饮等社会力量加入，在
淄博主城区建成了云泰、三享、
天鸿、人民公园、凯悦等多家城
市书房。与此同时，淄博各个
区县图书馆也纷纷借鉴成功经
验，吸纳社会力量建设城市书
房，让书房“遍地开花”，打造

“15分钟阅读圈”。
有了城市书房，像周中青

一样因为距离图书馆远而流失
的读者们，又开始天天泡在城
市书房读书，而且还主动当起
了城市书房的代言人，向身边
的朋友推荐城市书房。“很多朋
友像我一样，图书馆搬迁之后
嫌远不去借书了，有了城市书
房，离家近了，他们又重新开始
了借书读书还书，甚至周末会

带着孩子在书房泡一上午。”提
起城市书房带来的方便，周中
青打开了话匣子，坦言城市书
房就是他的“书吧+休闲场
所”，在这儿看书看累了，可以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还可以到
公园里遛个弯儿，动静结合，好
不惬意。

一书房一模式
打通各种障碍

记者从淄博市图书馆、淄
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城
市书房建设初期，吸引了不少
有情怀的房地产开发商加入，
城市书房成为房企自家建设项
目的一张亮丽名片。但其他地
方，想要建设城市书房，如果没
有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加
入，又将何去何从？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
服务科再度想出了解决办
法——— 一书房一模式。例如吸
纳景区加入，在景区内建设城
市书房，目前已经有周村古商
城城市书房、博山人立琉璃城
市书房等；吸纳餐饮企业加入，
建成了凯悦城市书房；吸纳书

店加入，建成了新华书店城市
书房；吸纳社区加入，目前正在
建设城中社区城市书房、新空
间社区城市书房等。

“一个城市书房有一个共
建模式，不局限于一种思路，这
就给城市书房的建设提供了更
多的可行性。”福园城市书房运
营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福
园城市书房内天天人气爆满，
一座难求，希望这样的书房多
多益善。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
服务科工作人员孟凡介绍，城
市书房目前主要有社会力量参
与模式、社区共建模式、公园城
市书房模式、书香淄博阅读吧
模式，每种模式所承建的城市
书房具体细节，都不尽相同，这
也是发挥了最大能动性，为城
市书房的落地提供最大的可
行性。

书香淄博
让市民“诗意栖居”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城市
书房只是一个看书借书的地
方，但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城市
书房的建设，融入了很多美学
概念，不仅小而美，而且时尚新
潮。在淄博人民公园城市书
房，记者看到这儿除了综合阅
览室、少儿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之外，还增加了公共咖啡厅，设
置了公共饮水设备、糖果盘等，
一个个的小细节彰显了建设者
的美好愿景，让读者在阅读中
享受生活，悦享人生。

淄博市图书馆副馆长丁雷
介绍，城市书房主要实现了图
书借阅功能、学习自习功能、阅
读推广功能、社交功能等四项
功能。在生活空间和工作学习
空间之外，城市书房为市民提
供了第三空间，在这个小而美
的空间里，市民可以尽情放空
自己，也可以通过阅读拥抱诗
意人生。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
服务科科长黄磊介绍，城市书
房的建设，大大缓解了图书馆
的接待压力，尤其在疫情防控
期间，成为图书馆之外的有益
补充。截至目前，淄博市城市
书房共接待读者200多万人
次，流通图书80多万册次，举
办阅读推广活动200余次，真
正做到让公共阅读融入百姓生
活，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的社
会认知程度，打开了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阅读服务的通道。

黄磊说，接下来，城市书房
的建设，将按照打造“20分钟
文化健身圈”“15分钟阅读文
化圈”的要求，见缝插针，以不
同的建设模式，分别布置在城
市公园、社区、景区、沿街商铺、
特色店铺等不同场景中，以社
区书房为根基，实现居民步行
10分钟可抵达；以公园城市书
房、景区城市书房、沿街商铺城
市书房为特色亮点，实现居民
步行15分钟可抵达；以特色店
铺阅读吧和漂流图书为补充，
实现居民步行20分钟可抵达，
让市民在休闲健身、居住生活、
观光游玩、商务洽谈等生活场
景中都随处可见城市书房，打
造覆盖城区的“城市书网”。“我
们将更加注重做好统筹结合的
文章，注重打造特色主题书房，
根据布局位置不同，打造以儿
童绘本、地方文化、非遗传承、
自主学习、行业特点为主题的
特色主题书房，实现‘一书房一
主题，一书房一特色’，打造淄
博特色书房品牌。”

未来的书香淄博、“好学”
淄博，因为有了更多的城市书
房，而变得更有温度。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10月15日，雨后的早上，淄博人民公园空气清新，从西门进入右拐，一处红色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是淄博市图书馆设立在淄博人民公园里的城市书房，书房设计风格简约清新，别具一格。清晨的
宁静和着淡淡的书香，让人一走进书房，内心便安静下来。像这样的书房，淄博市一共建设了23家，分布
在各个区县，以点带面，形成了全方位多辐射的“城市书网”，让喜爱读书的市民能够近距离借阅到各种
图书，满足不同的读书需求。

在淄博人民公园城市书房内，读者正在看书。

有解思维助力打造全方位多辐射“城市书网”

城市书房：“好学”淄博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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