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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读书空间

在闹市之中，有那么几处地方，窗明几净，向任何人
敞开大门。躁了，可以读几首小诗；闷了，可以翻几本故
事。在北京，不少地方陆续推出的城市书屋便是这样一
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推开朝阳城市书屋·三里屯馆的玻璃门，喧嚣的人
声被瞬间隔绝，让人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正值晚饭
点，馆内两层楼却座无虚席，每个人都低头静静翻
阅。小学三年级的王桐正捧着一本书看得起劲，“我是
第一次来，我很喜欢看书，这儿的书种类多，内容也
很丰富。”

作为三里屯“脏街”整治后的一大标志，三里屯
馆自去年首次开馆就吸引了不少读者。经过两个月的
优化升级，该馆于今年 6月以崭新的面貌回归，地板
铺上了灰色地毯，座椅整齐摆放。

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馆长李凯向记者介绍，三里
屯馆的营业时间为早9点到晚11点，还配备了饮水设
施、无线网络等服务，累计接待读者超 3万人。城市
书屋是形式各样、特色不一的读书空间。这些书屋把
政府的公共资源和企业市场化运行资源的能力结合起
来，为公众提供品质化阅读。“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更多
的是一个有温度、有质感、以人为核心的品质化阅读
空间，让人们通过阅读产生满足感。”李凯说。

据了解，三里屯馆目前藏书约6000册，为符合孩
子们暑假需求，馆内还增加了未成年人读物。目前，
该书屋已纳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服务系
统，读者可使用自助借阅设备免费借阅，也可扫描微
信公众号“朝图预借”二维码预约借书。除此之外，
这里还举办过“盲童阅读”“红色家书品读会”等多项
活动。

虽然开馆时间不久，但挺受欢迎。家住附近的徐
大爷得空就会来坐坐，他高兴地说：“你看外面这么热
闹，还能有这么安静的地儿看书，多好！”

满足多样化阅读需求

这些新建的城市书屋在风格设计、藏书选配、氛
围营造等各方面都更加注重品质。目前，北京朝阳区
已有8家城市书屋，风格不同，各具特色。

据李凯介绍，在朝阳区，朝阳城市书屋·梦工坊馆
作为残疾人就业实践基地，为他们提供学习空间，帮
助他们回归社会；东区儿童医院馆是首家在医院内的
24小时城市书屋，在缓解儿童看病中的痛苦的同时通
过阅读传播健康理念；宸冰书坊馆将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直播活动观看人数高达几十万，是新媒体运用
的典型；安贞“读聚时光”则提供了地下室空间利用

的范例……
“在坚持公共阅读初心基础上，我们不断创新，希

望通过城市书屋推动‘阅读’向‘悦读’转变，由多
元向‘多元+多源’转变，即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源
化与思维、运营方式多元化结合，满足读者多样化阅
读需求。”李凯说。

尽管下着雨，吕大壮依然像往常那样来到了朝阳
城市书屋·良阅书房馆，刚高三毕业的他已经是这儿的
常客。“从今年五月开始到这儿看书、借书，最近放假
经常过来。”挑本喜欢的书翻阅，他每回一待就是四五
个小时，有时也会在咖吧点上一杯饮品，“相比图书
馆，我更喜欢这里温馨的氛围。”

大大的落地窗户，错落摆放的桌椅，良阅书房馆
在园区内建有大小两座城市书屋，结合园区资源打造
立体式阅读。为了增加书籍的多样性，在选书时刻意
细分了图书的种类，甚至精确到作者，再在每个分类
中挑选出最具有阅读性的书籍。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间阅览室，也是一家咖啡
店，更是一间分享馆。一群北漂白领曾在“春节回家
的理由”读书沙龙上分享自己的苦与甜；荞麦短篇小
说集 《郊游》 北京读者见面会上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为
什么不焦虑了；“冬日午后的相遇”换书活动上知识和
温暖一起流动……

“在城市书屋，市民可以找到一处闹市的安静，寻觅
一片知识的海洋，有利于让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让戾
气的社会温情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城市书屋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市
民有书可看，更在于营造了良好的城市文化和社会氛
围。

提升城市吸引力

马亮认为，市民对公共阅读空间的旺盛需求是推
动城市书屋出现的直接动力，而在兴建城市书屋的过
程中，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政府在这方
面投入不足，一座城市往往只有一间大型图书馆，缺
少社区图书馆。加之商业书店凋敝或转型，导致市民
借书难、读书难。目前，各地政府日益重视社区图书
馆的建设，回归到基本文化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城
市书屋的兴起，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在李凯看来，藏书只是阅读空间的基础，阅读服务
的本身在于阅读引导服务。“建好了设施等读者来只是
提供共享机会，真正的价值在于引导他们有能力来使用
设施。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这才是共享的含
义。”李凯表示。

记者了解到，未来朝阳城市书屋·三里屯将考虑引

入国际化、品质化的阅读品牌，与相邻的三联书店实
现进一步错位，体现三里屯的国际化特色，形成文化
地标。

其实，近年来，城市书屋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
地出现，已成为许多城市一景。江苏扬州虹桥坊24小
时城市书房邻近瘦西湖景区，好景好书共赏；山东威
海竹岛分馆城市书屋采用工业元素设计，按综合阅读
区、少儿阅读区、书香咖啡等功能分区；辽宁盘锦首
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于上周开放，具有 “一站式”
阅读体验、无人值守全自助、数字化与智能化等服务
特点。

“城市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兴盛，特别是文化公
共服务让城市之为城市。”马亮认为，营造文化氛围和
提升城市品位对于吸引高端人才作用巨大，因此许多
城市纷纷投入建设城市书屋等带有标志性的公共文化
服务项目。马亮预计，未来城市书屋将会起到城市辐
射带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其中，为越来
越多的市民提供便捷、宜人的公共阅读空间。

城市书屋给生活添书香
王俊岭 仇 辰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时值暑期，记者近日在北京多地
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书屋正为人们
提供着消夏避暑的好去处。这些城市
书屋规模虽然不大，但却分布在商业
街、社区等地，十分便利。专家指
出，城市书屋的到来是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不仅提
升了民众的获得感，更为城市自身竞
争力奠定了长远基础。

火车集装箱运煤，正成为内蒙古煤
炭外运的新方式。

近期，在内蒙古包头市萨拉齐煤炭
物流园内，来自鄂尔多斯地区的煤炭运
输公司通过汽运将大量优质煤炭运往这
里，再通过铁路发运至天津曹妃甸、塘
沽等沿海港口，装船后直接运往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其中，主要的运输工
具就是铁路标准集装箱，集装箱装运煤
炭具有粉尘少、损耗低、污染轻的特
点。这是铁路部门优化货运产品供给，
努力提供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铁路货运
产品的一大利好消息。“在铁路专用线
内，用集装箱发运煤炭，既节约了我们
的成本，又为环保做了贡献。”常年在呼
铁局萨拉齐东火车站发运煤炭的李先生
坦言铁路部门“货运增量”行动为上下
游关联企业带来的利润十分可观。

近年来，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利用
大秦、唐呼等主要煤炭运输通道，大力
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消除物流中间环
节，实现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无缝衔接，
降低物流运输成本。“环保政策越来越严
格，可通过发运集装箱煤炭专列的方
式，我们的利润增加了，更有能力参与
治理环境污染了。”不少货主表示，随着
铁路货运增量行动逐步推进，他们会大力降低汽车转
运、煤炭粉尘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打赢蓝天保卫战”，
他们更有信心了。

今年以来，呼铁局还加大与萨拉齐、公积坂等物流
园区内煤炭经销商接洽力度，签订中长期煤炭运输协
议。7月份以来，开行运往天津曹妃甸、塘沽等沿海港口
煤炭列车1912列，发运煤炭189.2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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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李婕） 日前，由全国工
商联主办，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全国工商联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的“德胜门大讲堂”第四期在
京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樊友山出
席会议。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吴红
波、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及龙安集团董事长饶及人等嘉宾
围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推动民营企业国际
合作”的主题发表演讲。

“德胜门大讲堂”活动由全国工商联主办，每月举办
一次。本次活动紧扣当前国际形势，围绕民营企业国际
化进行选题。在这次活动中，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
会为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出
谋划策，尤其是给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形
势，提供行业性和区域性的解决方案。

“德胜门大讲堂”举行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黄海前哨的开山岛生活条件艰苦。全国“时代
楷模”、在此守岛30多载的民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用电是个大问题。为了保
障正常用电，给国防绿岛带来永久光明，连云港供电公司投资20万元，在开山
岛建设了 6000瓦风光储一体化独立发电微电网项目。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
好人”、国网灌云供电员工袁立雨，带领党员服务队成员对开山岛“微电网”进
行了体检。该党员服务队定期负责光伏微电网维护工作。

图为袁立雨（左）与王继才（右）进行交流，并对光伏电板进行保养维护。
刘 磊 彭朝晖摄

守岛民兵用上光伏电

7月29日，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云景如画，美不胜收，游客徜徉其中，尽情欣赏大漠风光。图为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
牙泉景区参观游览。 张晓亮摄 （新华社发）

鸣沙云景如画鸣沙云景如画

7月29日，“2018古绣斋典藏苏绣艺术展”在江苏苏
州静思堂落幕。20多年前，古绣斋创始人王勤出于对苏
绣艺术的喜爱，开始了传统苏绣制作传世名画的创作与
收藏。她成立工作室，寻访名画家与苏绣艺术家，从画
稿的选定、勾稿、配色、刺绣，“以针为笔，以线为
墨”，使得一批传世名画在苏绣上获得新生。

图为一名观众使用放大镜观察苏绣的细节。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传统苏绣“复活”名画传统苏绣“复活”名画

大图为朝阳城市书屋三里屯馆外景。
小图为馆内一角。

图片由朝阳区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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