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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阅读空间、成人借阅室、书
报阅览室、24小时书屋……为了方便
市民借阅，图书馆设立了不同的窗
口，尽可能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自
助借还机、检索机、办证机的使用，让
借阅变得更加便捷。

6月1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带着5
岁的儿子来市图书馆办读者证。在
自助办证机上刷身份证、输入手机
号、存入200元现金，不到一分钟，刘
女士就拿到了崭新的读者证。她带
着儿子来到三楼绘本室借阅了6本绘
本。“把书和读者证放在自助借还机
上，点击借书，系统自动识别，特别
快！”刘女士说，有了科技助力，办证
借书真方便。

田馆长介绍，馆内还增加了8台
自助图书消毒设备，分布在各借阅
点。图书馆对还回的书统一进行紫

外线消毒，市民借完书还可以拿到设
备上再进行消毒。

上周，鹰城书苑名门天街驿站建
成投用，这是继军营驿站、白鹭洲驿
站后，今年市图书馆建设的第三个书
苑。这些书苑与市图书馆的借阅系
统对接，市民可以就近选择，借阅图
书可实现通借通还。“在市图书馆借
的书可以还到白鹭洲驿站。”田馆长
说，“驿站的设立方便了周边的读者，
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加大了，他们需
要把归还的图书分类整理，再集中送
回各图书借阅点。”

白鹭洲驿站在市区建设路西
段中央花园社区过街天桥北侧，绿树
环抱，全玻璃设计既时尚采光又好。
6月2日下午，工作人员闫东丽和侯
亚茹在这里值班。侯亚茹说：“驿站
每天接待几十名读者，节假日或周末

读者会更多些。附近的读者现在都
在这儿还书，驿站4月23日启用时的
藏书是4000余册，现在已经有5000
册了，我们会定期整理送回。”

驿站二楼阅读区，22岁的王金昊
正在做职业能力测试题。“我准备考
公务员，在家备考没状态，这里环境
安静，效率高。”王金昊家住七星佳
苑，离书苑不远，他准备在这里“安营
扎寨”复习备考。

推行纸质阅读的同时，市图书馆
还大力推行数字阅读，每年都会更新
数据库，现在图书馆共有8台电子书
借阅机。图书馆大厅里有一块高约4
米、宽0.8米的竖幕，功能类似于电子
书借阅机，读者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
书籍二维码，即可实现在线阅读。图
书馆还将书籍信息及二维码做成展
板搬进景区、企业，方便市民阅读。

■借阅更便捷 通借通还更方便

创文蝶变蝶变蝶变

□本报记者 刘世超 刘蓓 张满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进入位
于市区湛南路与光明路交叉口东侧的市
图书馆，一眼就能看到二楼平台上这句
醒目的话。在市图书馆馆长田长斌看
来，书籍不仅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更是鹰
城市民走向文明的铺路石，“越来越多的
鹰城人开始重视阅读，截至目前，办理读
者证的市民有88996人，所有借阅点的馆
内藏书共有833956本（册）”。

据市图书馆技术部主任谢小洲统
计，今年前5个月，市图书馆（湛南路与光
明路交叉口）借阅图书近36万人次，周末
读者较多，日均接待5500余人次。其中，
少儿图书的借阅率占七成，《人体历险
记》《热带雨林历险记》《江苏寻宝记》等
科学类书籍是他们的最爱。

市图书馆：书香里的文明鹰城

我市创文行动启动以来，为方便市
民读书，市图书馆新增改建了几个阅读
区域，少儿阅读空间更大。

一楼西侧是500平方米的少儿阅读
空间，主要面对6至 15岁的孩子。彩色
的书架错落有致，阅读区域配有小沙发
或桌凳。

今年10岁的容鹤鸣是新华区光明路
小学学生，6月1日，她和两个小伙伴一起
来到市图书馆看书过节。“我最喜欢看小
说类的少儿读物。”她正在读的是《阳光
姐姐最小说》。

除了少儿阅读空间，市图书馆三楼
还有一个针对3至6岁幼儿开设的绘本
室，今年5月1日刚对外开放。绘本室进
门处是一台青蛙造型的自助借还机，崭
新的书架上有房子、云朵、米老鼠等卡通
造型的隔断，200多平方米的空间充满童
趣。张女士带着3岁的孙子元宝（化名）
正在看绘本《谁偷走了老虎的斑纹》。“虎
将军是森林里最威武的动物，它长着漂
亮的胡须和亮闪闪的眼睛……”张女士
轻声阅读，元宝听得津津有味。作为一
名退休教师，张女士对教育孩子有自己
的想法：“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非常
重要，这里环境不错，书也多，很适合带
孩子来。”

每逢周末，绘本室读者爆满。36岁
的赵兴雅是图书馆少儿部负责人，她说：

“原来的绘本室场地比较小，环境也一
般。新少儿绘本室增添了许多新书，目
前有藏书2万多册，设置了40多个儿童
座椅，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在这里尽情阅
读。”

5月31日，趁着周一闭馆，赵兴雅和
同事整理绘本室的书，发现破损严重的
就送去修补。“图书翻阅多了，破损很正
常。”赵兴雅说，这两年，恶意撕书、涂鸦
的情况很少，很多书都是正常损坏的。

自助还书时代，图书破损不易发
现。让赵兴雅欣慰的是，有些孩子还书
时会主动告诉他们图书破损了，一句“对
不起”体现了小读者的文明素养。另外，
家长陪孩子阅读时也会教育孩子爱护书
籍、看完放回原位。

“近两年图书损坏的情况少多了。”
负责修补书籍的李中伟说，他在图书馆
工作了22年，以前成人部书籍损坏的情
况比较多，这几年明显少了，“一年大概
有1000本损坏，成人部的占200本左右，
这个破损率不算高。”

■少儿阅读空间更大
书籍损毁率更低

今年20岁的盲人小伙儿吴为是
市图书馆的常客。他擅长拉二胡，此
前参加了残疾人单考单招的考试，已
经被北京联合大学音乐学专业录
取。6月1日，坐在阅览室后，吴为让
工作人员帮他拿了一本乐理方面的
盲文书。“我来图书馆看书两年多了，
以前为准备高考每天都来，现在每周
来三四次。”吴为说，他很喜欢这里的
读书氛围。

为了方便有视力障碍的市民读
书，市图书馆专门在二楼报刊阅览室
东北角开辟了一块空间，书架上共有
700多册盲文图书，基本可以满足盲
人读者的需求。报刊阅览室主任任

革说：“我们配有盲文打印机，如果读
者想要的资料这里没有，我们可以对
照普通书，通过盲文打印机打印成盲
文版的。”从2019年开始，他们还组织
工作人员给盲人上门送书、还书。

在图书馆感受到温暖，吴为最有
发言权。“我每次来，门口的保安会拉
着我的手把我带到这里。我想看什
么书，工作人员会帮我找出来。”吴为
说，不仅如此，想喝水、要上厕所，都
有工作人员陪同，“看完书，他们还会
把我送下楼，一直送到返程的公交车
上。”

小细节体现出工作人员的用心，
暖心的服务获得市民称赞。自我市

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图
书馆除了提升阅读环境、升级服务
外，还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营造出
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围绕重大节
日、纪念日等组织开展征文、朗诵、绘
画比赛；邀请名家在“平图讲坛”宣讲
鹰城文化故事等，发挥图书馆朗诵社
阅读推广人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读
者爱上阅读。

踏着书籍的阶梯，越来越多的市
民伴着书香，享受生活。

■小众服务不含糊 小细节体现大文明

6月1日，在市图书馆少儿阅读空间，小学生在阅读图书。丰富的馆藏少儿读物、灵动多变的设计布局，为孩子
们营造出良好的沉浸式读书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