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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书苑’成了我家的第二个书房。”左雄说。周

六上午 9 时不到，8 岁的小学生左思豫便和父亲左雄来到

了“秋白书苑”运河明德馆。径直走到一个熟悉的靠窗座

位，父女俩便开启了一上午的阅读时光。

宽敞明亮，装修新潮，设施现代……坐落于江苏常州

天宁区天宁街道的“秋白书苑”运河明德馆开馆半年多，

进馆人次已经突破 4 万。这个 200 多平方米的新型文化空

间，成为附近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好去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来图书馆，在书中了解

和见识更大的世界。”左雄说，“之前的基层图书馆环境比

较呆板，借还书也不便。‘秋白书苑’里，全市公共图书馆

的书都能通借通还，而且环境优雅舒适。真心点赞！”

距离现代简约风格的运河明德馆不远，是古建木质

风格的“秋白书苑”运河致远馆。考虑到附近有少年宫、

老年大学，运河致远馆内配备了 1 万多册书籍，其中有

4000 多册少儿书籍，大家各取所需，积累了很旺的人气。

“包括常州在内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人口密度越来

越大而设施空间狭小陈旧、服务传统低效能而群众需求

愈加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矛盾。如何补齐短板、解决矛

盾？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便是我们的探索。”常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俊说。

2018 年起，常州市文广旅局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全新模式，建设以瞿秋白同

志的名字命名的智慧图书馆“秋白书苑”。截至目前，已

建设“秋白书苑”35 家，累计接待读者超 580 万人次，借还

图书超 200 万册次，顺应了人们追求品质阅读和优雅环境

的需要。

走进每一所“秋白书苑”，迎面都是一面醒目的红色

书墙，各类党政读物、红色书籍、革命历史展览等凸显了

“秋白书苑”浓厚的红色气质。“地方不大却设计精美，感

悟红色历史、品味浓浓书香，在高低错落的楼房中，给我

们一段驻足静心的时光，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读者梅

毅在留言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既有不同的特色，又有统一的标准，这源自“政府+社

区+企业”合作共建的探索。常州市图书馆馆长钱竑说：

“街道无偿提供社区用房作为经营场地，市图书馆负责图

书资源配送，街道与社会力量共同出资进行装修并购置

相应设施设备，后期运营管理及相关费用由社会力量承

担，这有效弥补了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保障了

‘秋白书苑’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可调动许多资源开展读书沙龙、志愿宣讲等活

动，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如今，在城区，“秋白书苑”融入历史文化街区、院落、

名人故居纪念馆、大运河，书香与历史文脉、文化名人、古

老建筑交相辉映；在乡村，“秋白书苑”与生态保护、农事

体验、四季风光浑然一体，市民和游客竞相“打卡”体验；

在科技园区，“秋白书苑”植入高科技元素……各具特色

的“秋白书苑”，已在常州街巷、乡村扎根。

小河边、稻田旁，蛙声阵阵。外面白墙黑瓦、内部新

颖别致的“秋白书苑”花开西庄馆位于新北区任葛村，由

一栋废弃的民居改造而来。其建设和管理者杨建锋毕

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他同时管理着一所城里的“秋白书

苑”。杨建锋说：“有特色的空间、丰富的活动，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与书为伴的成长，将影响孩

子们的一生。”

严俊说：“‘秋白书苑’有温度、有故事、有内涵。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提升服务品质和层次，营造浓厚的阅读和

学习氛围。”

江苏常州“秋白书苑”

让阅读有温度有诗意
本报记者 郑海鸥

走进地处北京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街道，高楼林立中，

有一处静谧所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影壁、回

廊、灰墙、红砖、露台，质朴淡雅。院内莳草置石，鸟语花

香。踏入小院，便有一种怡然自得之感。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又

称金苹果文化小院。

每周，59 岁的蔡春平至少有 5 天都会来到金苹果文化

小院，“或参加舞蹈、合唱活动，或带着小外孙来看电影，

有时候甚至只是单纯想来小院里走走逛逛，看看花草竹

林，享受都市中难得的时光。”

金 苹 果 文 化 小 院 动 工 于 2019 年 。 此 前 ，这 个 超 过

2000 平方米的区域里违建遍地，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饭

馆、洗澡堂，污水横流，人群嘈杂，噪声扰民，周边居民意

见很大。

2018 年，违建被拆除了，留下来的地用来做什么？街

道决定打造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下辖的 21 个社

区居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什么风格？街道进行了民

意测试。有人提议，街道紧临首钢，可以建成富含工业元

素的风格；也有人提议，可以建成京味儿文化浓厚的传统

文化风格。最终，第二种方案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也在实

践中日益验证了它的吸引力。

蔡春平是金苹果文化小院的受益者。她带着记者参

观了文化小院的 17 个活动室。跟随她熟悉的脚步，记者

发现这里的活动室几乎都没闲置，有的正在举办党史回

顾活动；有的在放电影；有的响彻着合唱团的歌声；有的

跃动着舞蹈团的身影；有的传来悠扬的葫芦丝乐曲；有的

陈列着图书，四下可见读者的身影……

小院楼顶的风光也十分优美。楼顶整齐地码放着一

个个小菜园，有的结满了蔬果，有的绽放着花朵。蔡春平

说，这是小院独特的“一米菜园”，孩子们轮流认领一块菜

园，种植自己喜爱的瓜果蔬菜，每天放学后来浇水，“成了

都市孩子们的乡土乐园。”

“我们这里有个文化小院，快来看看！”许多居民给自

己的亲友发出信息，一传十、十传百，文化小院声名远扬，

一些远在海淀区、西城区等地的文化团体和群众组织也

来了解情况，参访者络绎不绝。

苹果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杜鸿雁认为，文化小院之

所以受到喜爱，环境特色是首要因素，多元的服务、细致

的工作，让人们享受家一般的温暖。

小院有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他们中的大多

数是已经退休的居民。律师向邻里开展普法教育，告诉

大家如何避免电信诈骗；摄影师不仅教大家怎么把照片

拍得好看，还领着大家走出小院，开展摄影比赛；音乐舞

蹈爱好者则兼任合唱团和舞蹈团的教练……他们在丰富

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更加

充实、更有价值。

结合小院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定位，以非遗传承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活动是这里的一大特色。适逢传统节日，

小院都会举办相关活动。

文化小院不仅是活动场地和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

孵化着自己的文化品牌。杜鸿雁介绍，近年来，小院先后

孵化了“海豚杯”广场舞大赛、“春之韵”合唱比赛等文化

品牌，激发起居民们的文化热情。“居民们是很认真地在

‘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理想和追求，小院的职责就

是帮他们实现。”杜鸿雁说。

北京石景山金苹果文化小院

激发市民的文化热情
本报记者 刘 阳

“因依老宿发心初，半学修心半读书。”河南省安阳钢

铁公司退休干部赵许建越来越喜欢“丹枫苑甲骨文书屋”：

屋内满架的图书、墙上的甲骨文书法、桌上苔藓树皮盆景、

或老或少的书友，充满书香魅力和家的温馨。“在书屋里找

到新的感觉，心静了下来。”她说。

绿草环绕、红叶掩映，坐落在安阳市殷都区丹枫园广

场一角的“丹枫苑甲骨文书屋”，显得安静而有生机。

“这个书屋建筑面积 100 平方米，藏书近 5000 册，阅读

席位 52 个。”共青团殷都区委副书记、殷都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长刘晓庆说，现在由 12 名志愿者提供常态化志愿

服务，保证书屋常年开放。

与“丹枫苑甲骨文书屋”的安静相比，位于安阳市文峰

区东方名苑小区的“名苑甲骨文书屋”则显得热闹许多。

这个书屋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融合在一起，还提供考前读

书指导、电脑编程等个性化服务。

“书屋都配备了 24 小时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实现办

证、借还书、电子书下载的自助化。”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

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郭强介绍，安阳“甲骨文书屋”从

2020 年 3 月开始建设，按照“统一外观、统一标准、各自建

设、属地管理”的思路建成 68 座。每座书屋建筑面积不小

于 100 平方米，配置不少于 4000 册的图书，阅读席位 40 个

以上。书屋依托安阳市图书馆建立了总控制平台和周转

书库，形成了全方位、多辐射的公共图书总分馆和全民阅

读服务网络，实现全市范围图书的通借通还，力图满足读

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优质阅读服务。

“个性化”“有温度”“离家近”，这是读者在“甲骨文书

屋”普遍的阅读体验。

“让每个有诗意的灵魂，都有一处栖息的地方。”这

是“ 丹 枫 苑 甲 骨 文 书 屋 ”的 志 愿 者 李 凤 霞 经 常 念 叨 的

话。“这话正好反映了我在这个书屋的阅读体验。”读者

王志交说，“每个人阅读需求是不一样的，而在这里，想

读 什 么 书 、想 参 加 活 动 等 个 性 的 需 要 基 本 都 能 得 到 满

足。李凤霞在做好阅读服务的同时，还经常给小朋友讲

解甲骨文书法，满足孩子们对甲骨文的好奇心。”

“有温度不仅体现在书屋陈设人性化、家庭化，也体现

在活动的人文化、交流的亲情化。”安阳钢铁公司作协副主

席冯军说，“有一次《红楼梦》读书会吸引了很多读者，讨论

也非常热烈。几个小朋友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们探讨读古代名著从哪入手，是先看原著还是先读白话版

……这样的活动有深度也有温度。”

“书屋就在家门口，每天买完菜往家一放，10 分钟就

到了。”赵许建说。家住安阳市文峰区东方名苑小区的杜

晓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备考研究生，她说：“去一趟图

书馆得一个多小时，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现在下楼就到

了书屋，需要的书都能借到，十分方便。”

“政府主导、企业协同、民众参与，就近服务、普遍均等、

满足个性，‘甲骨文书屋’使公共图书馆体系更完善、服务内

容更加亲民。”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薛崇林说，书屋广

泛分布于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处，融入安阳文化元素，

已成为崭新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据统计，68 座书屋建成

以来，累计流通图书 22.6万册次，日均访问量 1万余人次。

河南安阳“甲骨文书屋”

充满书香魅力和家的温馨
本报记者 任胜利

图①：小读者在山东威海荣成市市民文化公园“城市

书房”阅读绘本。 李保卫摄

图②：广东广州市市民在地铁图书馆浏览书籍。

陈志强摄（人民视觉）

图③：读者在江苏常州“秋白书苑”优雅的空间里享

受阅读时光。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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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渔街道青美术馆，位于云南

昆明呈贡区大渔街道海晏村螺蛳厂

内，以前是村里的一座仓库。在充

分尊重、保护建筑原貌的基础上，美

术馆的室内空间进行了升级改造，

以前老旧黑闷的建筑变成了明亮通

透的现代艺术空间，提升了海晏村

的整体文化品质。

近年来，随着广大群众对高品

质文化空间的需求日益强烈，各地

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

中顺势而为，鼓励、支持和引导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越来越多像

大渔街道青美术馆这样的新型文化

空间在各地出现，不但传承着当地

的传统，更营造了优质氛围并提供

现代服务，让人耳目一新。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的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农家书屋、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空间遍布

城乡，但随着形势发展，出现设施吸

引力不强、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

建设新型文化空间，让装修设计更

时尚、空间更精致和谐、服务更贴心

周到，正是增强公共文化设施吸引

力的创新举措。目前，多地通过改

造和提升传统设施空间美感、充实

更加多元的活动，并融入图书馆、

文化馆的总分馆制建设，人气越来

越旺，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近年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力度加大，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多方式的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在许多地区，设计师、美术家、

摄影家等广泛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让公共文化由“单一

供给”转变为“多元供给”，更多的新型文化空间在大江

南北涌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建设的“城市书房”“文

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就达 1.8 万多个，不仅实现

了设施空间的美化、舒适化，而且让人们享受更加优质、

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可能。

目前来看，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与当地的历史文

化特色有机融合，是新型文化空间建设的有益探索。当

前，有的地方结合红色文化，打造出了颇具特色的空间

样貌和服务内容，不仅让当地群众称赞不已，也成为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吸引了许多游客；有的地方深挖当地

传统文化，在建筑风格打造、服务产品提供等方面做足

功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成为文化打

卡地，营造出一条条美丽的文化风景线。由此，新型文

化空间还成了文旅融合的突破口、乡村与城市的会客

厅，社会的欢迎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

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和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享

有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期待，随着

建设和管理的不断深入，相信新型文化空间能常有常

新、不断丰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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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办 、国 办 印 发

的《“十四五”文化发

展规划》强调“优化公

共 文 化 资 源 配 置 ，加

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

设 施 建 设 ，打 造 新 型

城乡公共文化空间。”

近 年 来 ，各 地 加 大 建

设 和 创 新 力 度 ，有 特

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

空 间 不 断 涌 现 ，人 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不断

增强。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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