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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两 岸

一个周六的上午，尽管离开馆还有
半小时，位于铜锣湾高士威道 66 号的
香港中央图书馆门前已排起了队，连门
前的喷水池旁也坐了不少人。

许多市民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
一位母亲说：“我和丈夫每周末都要抽
出半天时间带孩子来这里。”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目前有 70 家
固定公共图书馆，累计登记读者约 477
万。2021 至 2022 年度，公共图书馆到
访人次超过 1348 万，借出的图书资料
逾2807万项。

浓厚的“喜阅”韵味也成为这座国
际化都市的一道别致风景，吸引越来越
多爱书的人爱上这座城市。

时间退回至 1962 年，香港有了第
一家公共图书馆。

彼时刚启用的香港大会堂，坐落于
中环核心地段，是香港第一座为市民而
建的多元文化艺术中心。这栋建筑集表
演场地、博物馆和图书馆等不同设施于
一身，市民在欣赏文娱表演节目、参观
艺术品展览之余，还可博览群书。

起初，香港大会堂公共图书馆有藏
书约5万册，开馆首日就收到3000多份
图书证申请，4个月内发出1.7万多张借
书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获得知
识的途径比较少，公共图书馆就成为很
多市民获得资讯的重要场所。”香港公
共图书馆总馆长江美仪说。

“我中学时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南
葵涌公共图书馆度过的。”香港公共图
书馆高级馆长周丽珊说，走进公共图书
馆，只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让
人可以完全沉浸在阅读中。“记忆里，
常常和同学一起在公共图书馆的自修室
里温习功课。”

1965年，九龙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成
立；9年后，新界居民也有了自己的图
书馆。自此，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居
民皆可就近探索阅读之乐。

经过 60 余载的发展，公共阅读设

施已遍布全港。除了 70 间不同规模和
类型的固定公共图书馆分布在香港的每
个区内，在那些无法设置固定图书馆的
社区，还设有12间流动图书馆、112个
流动服务点和3个自助图书站。

周丽珊介绍，为了更方便市民阅
读，社区图书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它不仅提供借阅图书的服务，还会根
据具体情况为不同的服务群体提供特
色图书。

在九龙城区一幢屋苑的管理处内，
就设有一间社区图书馆。记者见到一位
年轻母亲正拿着一本《美味家常粥面料
理》津津有味地翻阅，她说，社区图书
馆的藏书丰富实用，为他们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据周丽珊介绍，在香港，像这样的
社区图书馆还会设于青少年中心、长者
中心或社区服务中心等地。工作人员通
常都会做充分的市场调研，根据当地
社区主要读者情况，安排馆内资料的
配置。

“在青少年较多的社区图书馆，藏
书会集中于旅游、学习资料等；在社区
服务中心，家庭亲子、儿童绘本、生活
百科全书较为丰富。”周丽珊说。

截至 2022 年，香港公共图书馆馆
藏达 1519 万项，香港中央图书馆已获
指定为多个国际组织的托存图书馆，例
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

“香港的生活节奏快，市民工作繁
忙，许多人都有固定的阅读习惯。”江
美仪说，很多市民常常在等车、乘车、
吃饭时会进行碎片化阅读。因此，不断
升级更新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才能更好
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纵使科技发展，实体公共图书馆
也不会被取代。”在香港公共图书馆高
级馆长何高霖看来，公共图书馆是与时
俱进的。“以前是存储知识的地方，等
读者来看；现在公共图书馆是将知识推
送给市民，逐渐会发展成为社区汇聚中
心的角色。”

如何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公共阅读空
间，在有限的资源内尽量满足多样的需
求，购书也是一门大学问。

江 美 仪 说 ， 在 选 择 图 书 馆 资 料
时，除了会参考最新的出版目录、书
籍样本、本地及其他地方的畅销书目
等，还会根据市民的阅读兴趣、社会
热门议题等采购图书馆资料。同时，
读者也可以通过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站
递交购书建议。

“近年来，我们增加了内地出版商
出版的介绍国家发展的书籍，如《大国
远见》《双循环格局：中国经济新布
局》 等，以帮助市民更好地了解祖
国。”江美仪说，香港公共图书馆也在
不断加强有关宪法、中华传统文化艺术
等内容的馆藏及相关电子书，培养国民
身份认同及民族自豪感。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不仅仅是阅
读、借书的场所，它还自觉肩负着丰富
城市文化生活的使命。”江美仪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书香溢香江：

公共图书馆的60余载光阴
黄茜恬

本报电 （钟欣） 由全国台联主
办、内蒙古自治区台联承办的全国
台联第 29 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内蒙古
分营 （西线） 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
特落下帷幕。8天时间里，20余名台
胞青年在内蒙古展开了一段访古观
今赏民俗的沉浸式体验。

此次行程中，营员们来到许多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
的地点参观“打卡”。如讲述昭君出
塞千古佳话的内蒙古昭君博物院，
以辉煌召庙建筑、珍贵文物和艺术
品闻名的内蒙古首座藏传佛教寺
庙，可以体验传统奶食品制作的草
原牧民家……

活动期间，营员们还参观了以
生态修复为主业的现代化企业，体
验滑雪运动，深入风光壮美的库布
其沙漠等。“之前我以为呼和浩特只
有荒漠和草原，没想到是这么现代
的城市。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让我蛮
惊艳。”营员钟巧薇说，“内蒙古于
我而言，就像一个崭新的世界。”

据介绍，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冬
令营自 1989 年举办，以领略冰雪风
光、体察风土人情、参访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为主要内容，先后共有近
7000 名台胞青年参与其中。今年的
冬令营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举办，线下分营在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四地开展。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广大台
胞青年提供一个领略北国风光，体
验民族风情，感受中华文化，结识
新朋友的平台。”内蒙古台联副会长
蔡虹表示，希望台胞青年深入了解
祖国北疆地区人们的生活，增进对
祖国大陆的深刻理解和文化认同，
也能将本次活动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感分享给亲友。

▼ 台胞青年在昭君博物院内参观。
刘文华摄

“ 春 之 声 两 岸 情 ”
2023 在川台胞音乐会近日
在四川成都云端天府音乐
厅举办，近 800 名在川台
胞乡亲与各界嘉宾欢聚一
堂，共赏音乐盛会。

音乐会以共生、共融
作 为 贯 穿 始 终 的 音 乐 主
线 ， 在 古 风 国 韵 的 基 底
上，丝竹室内乐与管弦乐
交相辉映，奏响了一场两
岸文化交流的“春之华章”。

四川省台联供图

“恭喜发财，利是逗来！”在
澳门，每逢新春佳节，派利是

（发红包）、送祝福的景象随处可
见。然而，许多设计精美的利是
封在一次使用后即遭废弃，十分
可惜。

为践行环保理念、减少资源
浪费，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
日 前 举 办 “ 回 收 利 是 封 好 Easy

（简单） ”活动，在全澳各区设置
多个利是封回收点，倡导市民将
已使用过的利是封进行回收。经
回收机构分选处理后，可循环利
用的完好利是封将于次年春节前
后向市民免费派发，完成“新生
之旅”。

“这些利是封都还是很好的，
唔好嘥 （不要浪费）！”澳门市民
童先生一直有回收利用废旧物品
的习惯。今年春节，他在居所附
近的回收点领到了几个“新生利
是封”。在他看来，利是封的回收
利用不仅可以节约纸张，同时也
能让人们注意在生活中节能减
废。“除了回收利是封，澳门还有
在中秋节后回收月饼盒的活动，
我们多做一点，环境就会好一
点。”他说。

据澳门特区环保局介绍，“回
收利是封好 Easy”活动自 2017 年
首次推出以来已连续举办 7 年，
旨在向市民宣传“少用新、多重
用、不浪费”的环保理念。在全
澳市民的踊跃参与及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该活动已累计回收利是
封约 1138 万个，其中可再利用的
利是封约315万个。

小小利是封的“新生之旅”，
正是澳门一直以来积极实践回收
减废等环保举措的缩影。近年
来，澳门积极完善回收设施，不
断优化并扩展资源回收网络，鼓

励市民回收减废。在体育馆、图
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自动胶樽

（塑料瓶） 回收机随处可见；流动
回收车深入社区，在市民家门口
开展回收减废活动。

在南湾、新口岸和氹仔等地
区，澳门特区政府开设了“环保
Fun干净回收街站”，向市民提供
纸类、塑料、金属以及厨余和家
电等品类的综合回收服务。其中
部分回收站还设有 24小时开放的

“智能回收机”，以便市民随时进
行废物回收。参与回收减废行动
的 市 民 还 可 申 请 成 为 “ 环 保
Fun”会员，并根据回收品的数量
和种类得到相应的积分，以换取
超市礼券、餐盒、咖啡杯等奖品。

在为市民提供便捷回收途径
的同时，部分社区回收站通过专
人教学、举办回收减废工作坊等
各类活动，邀请学校、社团等参
与其中，宣扬环保资讯，提高市
民的环保意识。许多家庭已养成

定期到社区站点实践分类回收的
习惯，通过亲子共同参与，让小
朋友从小培养环保意识，以实际
行动学习环保知识。

此 外 ，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还 自
2016 年起推出“绿色学校嘉许计
划”，鼓励学校积极实践环保教
育，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提升学生
的环保意识。据介绍，该计划将
于今年继续推出，学校可参与计
划内的“环保教案设计奖励计
划”及“环保校园嘉Fun奖”，设
计实践不同形式的环保教育活
动，共同构建绿色校园。

澳门特区政府环保局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各类回收设施，
推广回收减废计划，优化相关服
务，邀请更多市民参与回收减废
行动，共同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 位于氹仔的“环保 Fun干
净回收街站”。

澳门特区政府环保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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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封的“新生之旅”
本报记者 金 晨

说起香港，在许多人印象中，这里是时尚之都、美食之都、购物天
堂。不过，对于香港市民来说，除了这些，香港还是一座阅读之城。

说起香港，在许多人印象中，这里是时尚之都、美食之都、购物天
堂。不过，对于香港市民来说，除了这些，香港还是一座阅读之城。

▲ 位于铜锣湾高士威道66号的香港中
央图书馆。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 香港第一间流动图书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