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来看！

去年，市图书馆里
这些书最“热”

少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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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丽萍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随
着全民阅读的推行，书香生活已成
为鹰城市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根据市图书馆后台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纸质图书借阅量达69万余册
（次），其中少儿借阅量远超成人，
9岁的郝昱仁以全年累计借阅367
本，荣登“阅读之星”榜首。

9岁男孩一年借书367本

郝昱仁的妈妈徐女士介绍，郝
昱仁今年9岁半，上小学四年级，
爱看名著和历史类书籍。小时候，
郝昱仁喜欢缠着家长讲绘本；后来
学会认字了，便开始挑选自己喜欢
的读物。“像《三国演义》《水浒传》
这些经典名著，他早已看过。书中
的人物和故事，他讲得头头是道。”

徐女士说，读书贵在坚持，他们家
没什么电子阅读类产品，平时她和
丈夫会经常带孩子去图书馆，“我
家办了两张借书卡，一次能借6本
书，基本上每次都要借满。”

少儿借阅量远超成人

走进市图书馆大厅，墙上的
“即时数据展示屏”清楚地显示着
成人外借部、少儿外借部当天借
阅、还书及进馆人数等数据情况。
鉴于当前疫情情况，工作人员对进
馆读者逐一测量体温、登记的同
时，不断提醒大家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交叉感染。

在少儿外借部，市民毛希瑞在
为女儿挑选故事书，她说：“我刚给
孩子办了一张借书卡。”还有两位
家长也是带着孩子来挑选图书的。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质量在不

断提高，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图书
馆人气都很高。”据市图书馆副馆
长周明杰介绍，馆内少儿的借阅量
已远远超过了成人。不同年龄段
的读者也有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和
特点，老年读者大多喜欢到阅览室
阅览一些文学类、书画类图书及报
纸、期刊等。中青年读者没有固定
的阅读取向，容易受外界新思想、
新观念的影响。部分读者有明显
的从众心理，喜欢追求当下流行的
热点。少儿读者作为阅读群体的
主力军，更在意图书馆的阅读氛
围，人物传记类、名著类、历史类、
课外休闲类、绘本类是他们借阅的
热门。

借阅量逐年攀升

家住市区矿工路中段的李先
生也是一位读书爱好者，他说：“以

前去图书馆，大都是为了查找资
料、借阅图书。现在去图书馆静读
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图书馆功
能也开始多样化，自动化借还书、
电子书阅读等都给我带来了全新
的体验。”

每到周末及假期，市图书馆还
会举办各类公益课讲座、传统节日
展等。据统计，去年市图书馆举办
各类公益课52期、传统文化展览16
场次、培训班260期。市图书馆后
台统计数据显示，图书及装订成册
的报纸、期刊总藏量88万余册，电
子图书30万余册，去年新增藏书
4.2 万余册，借阅人数 19 万余人
（次），借阅量69万余册（次）。截至
目前，有3万余市民在市图书馆办
理了借书卡。“相比往年，不管是借
阅人数还是借阅量，都呈现逐年攀
升的态势。”周明杰说。

3万余市民去年借阅书籍69万余册（次）

“读书达人”一年借书300多本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市图书馆 24 小时城
市书房推出两年多来，为读者提供
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受到市民欢
迎。受疫情影响，目前24小时城
市书房按下“暂停键”。

昨天上午，家住市区光明路的

魏女士来到市区湛南路中段市图
书馆大门口西侧的24小时城市书
房还书，发现玻璃门紧闭，遂来到
楼上图书借阅部办理。魏女士说，
她女儿上小学五年级，从女儿两三
岁起，她就在市图书馆办理了借书
卡借阅绘本、童话故事等。自24
小时城市书房推出后，她和家人成

了书房的常客，“期待疫情过后，早
日重启书房”。

市图书馆副馆长谢胜敏说，24
小时城市书房是2017年 12月推出
的一种新型图书借阅服务，也是我
市唯一一家全天候城市书房。市民
可以自主在机器上申办新证、自助
借书还书等，还可以把自己不看的

书籍捐赠出来，供其他读者借阅。
去年，24小时城市书房的流通人次
为25万多，看到这么多的读者喜欢
这种借阅服务，他们打心里高兴。

谢胜敏表示，受疫情影响，自
今年1月24日起24小时城市书房
闭馆，待疫情过去，书房将再次开
门迎读者。

市民盼24小时书房早日重启

□记者 李霞

本报讯 昨天早上 7 点多，在
市区中兴路新华书店附近一公交
站牌处，市民侯女士等公交车时，
顺便拿起手机看起了当天的新
闻。如今，电子阅读方便快捷，受
到越来越多市民的喜爱。

昨天中午吃过午饭，22 岁的
余海盛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津津有
味地看着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余海盛是一名大学生，他从
初三起就开始接触电子书。利用

QQ 阅读、追书神器等 App，他一
年能阅读10多本小说。他对侦探
小说情有独钟，尤其喜欢日本作
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他看来，
阅读电子书很方便，免去了携带
实物书籍的麻烦。

“电子阅读也是读书的一种方
式，我们学校图书馆鼓励学生多阅
读，除了提供大量免费电子资源外，
还会评选每周的阅读之星。”平顶山
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吕静说，
据她了解，电子阅读的人群中，年轻
人所占比例较大，但这几年不少老

年人也渐渐爱上了电子书。据调
查，老年人阅读与年轻人阅读习惯
有所差异，他们大多选择用“电子听
书”的方式，利用“喜马拉雅”“懒人
听书”等App进行阅读。

不过不少市民认为，电子阅读
信息量大、方便快捷，但也存在一
些弊端。

平煤神马帘子布公司的季玉
环说，电子书内容混杂，尤其在网
络小说方面，同题化、同质化严
重。有些内容暴力低俗，还有的错
字连篇，这种“低质量”的电子书易

对未成年人造成恶性引导。
对此，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市

文学青年学会会长安建功建议，电
子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读者要
注意甄别和选择，多读些知名度较
大、评分较高、受众认可度较高的
作品。对于经典文章，不要走马观
花泛读，要学会精读，做好读书笔
记。如“学习强国”平台上有一个
读书栏目，里面有不少“经典中的
经典”，值得阅读学习。另外，读者
还要注意每隔三十到四十分钟休
息放松一下，以免视疲劳。

电子阅读受青睐

4 月 19 日，在市图书
馆外借部，读者利用双休
日借阅图书。据该馆馆长
田长斌介绍，恢复开馆借
阅后，目前每天限定进馆
的读者为 500 人，而在疫
情发生前，双休日的日接
待 读 者 数 量 平 均 都 在
20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