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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品牌稳步成长

往年元宵节，市图书馆内总是早

早挂满了造型各异的花灯，等待读者

到来。今年，疫情下的图书馆看似冷

清，实则早已在线上闹开了锅。一年

一度“永图闹元宵”活动准时在云端与

读者见面，轻轻点击，就能看到丰富的

廉政灯谜、乡土灯谜，让人宅家期间也

能感受元宵氛围。据统计，共有 400

多名读者参与了这次活动。

“一把剪刀、一叠红纸，焕发出万

众风情。”9 月的唐先镇秀岩村文化礼

堂内，村民们坐在台下，看着“妙剪工

坊”授课讲师、市图书馆宣传部主任俞

彬琳妙手轻裁，不多时，一个个活灵活

现的动物形象便从她手中跃然而起

⋯⋯据了解，市图书馆先后在西溪镇、

方岩镇、唐先镇、龙山镇等地开展剪纸

公益培训12场、参与人数590人次。

不论是“永图闹元宵”，还是“妙剪工

坊”，对于图书馆的忠实读者来说，都是

他们亲切不已的“老朋友”，也是图书馆

近年来全力打造的全民阅读品牌。随着

参与人数的增多，人与人的口口传播，全

民阅读品牌越发深入人心，也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参与到各种阅读活动中。

读者图书馆相携而行
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

走进位于市图书馆三楼的鲁光捐

赠签名书刊陈列室，仿佛来到一座尘封

的历史博物馆。书架上满满当当的书

籍，不少已经泛黄、褪色、卷边，可见其

年代久远;又细看作者名，皆是在文坛、

画坛、体坛享有一席之地的名人，如范

增、郭小川、蒋子龙、高瑛等。

“每一本签名本都有一个生动的

故事。”说起捐出去的签名书刊，鲁光

非常感慨，“我早年在北京工作，人生

阅历比较丰富，接触的朋友中有不少

名家大家，因此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

签名本。这些书留在我家，只有我一

个人享受；留在图书馆，家乡的父老乡

亲都可以享受。所以，我还是决定将

藏书送给家乡图书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年 10

月，市图书馆接收了鲁光捐赠的签名

本文献 1784 册。此前，也有不少热心

的社会人士向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藏

书，如胡德伟、童玲秀、徐慧蓉、俞国

丰、应兰韵等，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馆

藏。图书馆与读者、出借者与借阅者，

在一本本图书的流动间逐渐模糊了界

限；而读者的热情参与，也极大地推动

了我市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

受到疫情冲击的今年，市图书馆

不仅没有中止阅读推广工作，反而另

辟蹊径，利用新媒体力量，开辟了线上

阅读阵地，为 2020 全民阅读节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也为日后系列活动的

开展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基础。现如

今，2020全民阅读节虽然落下帷幕，但

新的征程，已在图书馆人的脚步声中

延续⋯⋯

展现担当 相携而行

2020年全民阅读节圆满落幕
本月 15日，持续 8 个月的 2020年全民阅读节落下了帷幕。回顾本届全民阅读节历程，可谓是内容

丰富，百花齐放：市图书馆共开展阅读活动 110 多场，吸引读者上万人次；调动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非
公企业等强强联袂；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拓宽阅读渠道⋯⋯

穿越疫情的闭关自守，阅读为人们构筑精神壁垒，找回心灵的港湾。市图书馆精心打造的全民阅读
品牌，也在一年年的磨砺中越发丰满、声名远播。

“疫情期间哪都去不了，干脆在

家来一场久违的放松阅读。”今年开

年正遇上一场“倒春寒”，人们宅家的

时间比以往大大延长，也就有了更多

的阅读需求。3 月，第六届全民阅读

节如约而至，这是市图书馆一年一度

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在这个

特殊时期，为坚守的市民送去一缕馥

郁的书香。

特殊时期，特殊的阅读方式，本届

全民阅读节以线上为主、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形式展开，充分利用“书香永康”

APP、“永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

馆读者QQ群、微信群等数字平台，为

读者参与阅读活动提供更多渠道。

今年，线上成为全民阅读的“主战

场”，创意活动层出不穷：各类知识竞

赛活动、直播手工课堂，寓教于乐，为

宅家上课的学生读者拓宽了知识面；

与省图书馆联动举办的绘本创意秀征

集、中华诗词大赛等活动富有互动性，

吸引了不少读者踊跃参与⋯⋯此外，

市图书馆紧扣时势，线上线下同步推

出多场抗疫主题展，增强抗疫宣传，提

振社会各界抗击疫情的信心。

“你好，现在少儿阅览室已经开

放了，自修室、悦读吧暂时还没有开

放。”“对，我们已经开馆了，过来借还

书籍的时候要记得带上身份证和借

阅证。”今年 3 月、4 月，沉寂已久的图

书馆读者 QQ 群、微信群每天好不热

闹。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群里耐心答

疑，教导读者使用“书香永康”APP、

微信云阅读功能等新媒体渠道，获取

电子图书借阅和公开课资源；时不时

进行线上阅读推荐，开展代寻电子书

服务，当读者有急需的图书又不能到

场借阅时，由图书馆代为通过各种网

上资源进行查询，提供读者相关的阅

读链接。

线上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线下

也不遑多让。各式展览展出、传统端

午活动、民俗技艺培训等活动陆续出

炉，尽管规格受限，却依旧小而精致，

得到城乡读者群体的好评。

线上成为全民阅读推广的“主战场”

在午休时间走入千喜集团，常常

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许多员工没有

像往常一样在工位上玩手机，而是来

到图书流通站，从书架上挑选一本图

书，慢慢品读。

相似的场景也发生在象珠镇。走

进象珠镇图书分馆，书架上的图书涉

及政治、历史、法律、文学、农业、科技、

养生保健等方面，可谓是一应俱全。

“以前借还书要跑到城里去。现在可

好了，走过一条街就能搞定。”住在镇

上的朱女士正带着孩子在分馆里找

书，一提起这事，脸上止不住地笑。

图书馆“搬”到了家门口，大大

方便了广大农民读者的阅读需求；

专业书籍的流入，给农村生产生活

也带来不小的帮助。这不，每到傍

晚，象珠镇图书分馆就变得热闹不

已。村民又多了一个收工后的好去

处。或是打发时间，或是真心想学

点知识，或是陪儿孙辈来找书⋯⋯

村 民 都 能 在 分 馆 里 找 到 乐 趣 。 为

此，市图书馆馆长徐关元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据徐关元介绍，今年，市图书馆新

建立了行政执法局图书分馆、象珠镇

图书分馆，建立了千喜集团图书流通

站、龙域天城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点）图书流通站、花街派出所图书流

通站等，还有超人集团、春天门业、合

达铝业、浙江东润等4个图书流通站在

建设中。并对各村文化礼堂，图书流

通站进行送书、业务辅导工作，共为全

市各乡镇分馆，社区、部队、学校、农村

图书室送书下乡达 30 余次，流通、赠

送图书期刊6.1万余册。

在阅读推广活动盛行的当下，

阅读成了炙手可热的名词，从中央

到地方，从学校到家庭，从教师到家

长，都认识到了阅读的重要性。“很

多农民不是不愿意看书，而是因为

缺 乏 阅 读 的 现 实 条 件 。 我 们 要 做

的，就是为他们提供真正的阅读条

件。”徐关元说。

那么，对于已具备阅读条件的人

又如何呢？“很多人觉得，上了一天班

已经很累了，所以下班后宁可抱着手

机刷刷信息，也不愿意花时间去读

书。”徐关元说，但实际上，阅读并不

耗时耗力，只需要利用一些碎片化时

间，人们就能享受到它带来的乐趣。

在非公企业图书流通站里发生的情

景，便是铁证。

午休时间不见刷手机的员工，灯

火通明的分馆、农家书屋⋯⋯逐渐普

及的阅读点，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

辐射范围拓宽，全民阅读走进非公企业和乡村

“在这个时候你们能送书过来，

真是雪中送炭啊！”今年年初，在盲人

读者应卫星家里发生了这样暖心的

一幕：几名“全副武装”的图书馆工作

人员亲自上门，把 5 本盲文图书和 3

套无障碍电影光盘递给了应卫星。

“疫情期间没有生意，带着孩子

又不能出门，在家里待得很难受，多

亏有图书馆的暖心服务，切实地为

我解决了借还图书的困难。”另一位

盲人读者应婷慧抱着刚拿到的几本

盲文小说和盲文育儿图书，话语里

满是感激。

几天后，在做好自身防疫的情况

下，图书馆服务队伍又一路奔波来到

象珠镇山西村，把一套读者急需的地

方文献资料送到了 90 岁高龄的楼明

统家里。

今年疫情期间，市图书馆为特殊

读者提供送书上门服务，通过电话咨

询，了解他们的阅读需求，将所需的

图书送到读者手中,彰显浓浓的人情

味，展现社会担当。

非常时期送书上门，展现温情担当

□记者 高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