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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视窗 ViewView

今 雨 轩

文化资讯

□ 贺林平

在广州某文创园大楼里，

沿走廊挂着8块电子显示屏，显

映的世界名画细腻逼真，直到

画面自动切换时，才猛然发现

不是真的……

某企业的会议室里，涌进

十几名女性，饶有兴致地听一

场免费的插花课。听完后，扫

一下老师的二维码，报名参加

她办的培训班……

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90

后小伙子激情澎湃地讲着自己

的创业计划，观众不时叫好鼓

掌，一旁看书的读者也不禁抬

起头来，侧耳细听……

如果不说，你可能想不到

这些地方都是图书馆。它们是

广州按照总分馆体系建立的一

个个遍布社区企业、形态多样

的图书馆分馆。

2017年，广州市公共图书

馆的基础服务指标实现跨越式

增长，已接近纽约等城市同类

服务水平。然而，随着人口分

布的不均衡和文化需求的差异

化，单纯依靠政府、按单一模式

建设图书馆，不仅财政资金捉

襟见肘，也由于众口难调，常常

“吃力不讨好”。在这种背景

下，广州激发社会力量的有效

参与，用众筹概念引来越来越

多的“小伙伴”，从“政府包办”

公共文化服务变为“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共建共享

图书馆，赢得了广泛点赞。

共建：以小财政撬动
社会力量大投入

葛闻华在广州开了一家企

业咨询公司，自从去年到黄埔

区缘创咖啡参加了一场活动后，

他就爱上了这里。本月他刚刚

把公司从天河软件园搬到了科

学城留学创业园，“这里创造了

一个工作生活相融合的‘第三

空间’，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第三空间”，

其实就是一座图书馆。别小看

了这1000来平方米的空间，有

一分钟即可开卡、借书的自助

机，有拿本书坐下即可阅读的阶

梯阅览区，有饿了随时可点的

便捷快餐和创客咖啡，还有读

书累了可以放松筋骨的健身

房，甚至有供背包客过夜的主题

木屋……功能多得超乎想象。

尽管门口挂着“黄埔区公

共图书馆缘创咖啡分馆”的牌

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却

主要是由园区服务商——广州

开发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建起

来的。“除了区文广新局提供的

40万元初始启动资金外，场地、

装修都是我们企业投资的；此

外，像购置绿植、书架、朗读亭、

健身器材等的资金，是发动了

园区内外11家企业和273位社

会人士众筹的，超过40万元。”

该中心副总经理邢宝伟说。

通过这种政府主导，采取

文教融合、文商融合、文企融

合，引入学校、企业、园区、地产

商等各类社会机构合办分馆的

模式，广州各区以财政小投入撬

动社会力量大投入。截至2017

年12月底，全市与社会力量合

建图书馆分馆达19所，共接待

读者超过60万人次，文献外借

38.55万册次，成为广州市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

“政府统筹布局，把控标

准；社会力量参与，投入场地、

装修和日常管理，市、区级图书

总馆支持图书、借阅设备等，以

‘一带多’形式共建形态多样的

分馆，尽可能放大图书和各种

电子资源的使用价值和服务效

能。”广州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

处处长彭小群说。

拿黄埔区来说，近年来以

财政出资268.96万元，撬动了

1193.6万元的社会资金投入。该

区常住人口仅109万人，却创造

了年近300万人次的进馆人数、

借阅量180万册次的纪录，其中

近两成是由各分馆创造的。

共管：“一馆一策”
丰富图书馆内涵

在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图

书馆与广州市儿童公园合建分

馆甫一开张，即人气高涨，孩子

们在儿童公园游玩大半天后，

到图书馆坐一会儿，和家长一

起边阅读边休息，好不惬意。据

统计，该分馆自2016年国庆节开

馆以来，累计接待读者超过37

万人次，外借文献量22万册次，

在全市所有分馆中排名第一。

这样的人气来自于该分馆

的个性——广州市儿童公园作

为图书馆管理方，从亲子娱乐

的功能定位出发，延伸到亲子

共读，设立了专门的亲子阅读

区，精选亲子绘本、中小学及育

儿教育、综合休闲等类型图书2

万册作为分馆基础馆藏，并相

应举办亲子绘本故事会等活

动，让家长和孩子在阅读中增

进感情，相得益彰。

在黄埔区文广新局副局长

张骞看来，“嫁接”不同的社会

力量共建图书馆，由不同的群体

自主运营，大大丰富了图书馆的

内涵，使图书馆拥有了多样的面

孔、鲜明的个性，更好地满足了

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黄埔区辖内有近150家世

界500强企业，40多万人员在

此就业。在以镇街为单位，为

社区居民提供公共阅读服务的

基础上，黄埔区探索“政府主导

资源补给+园区企业自主运营+

社会力量参与”的模式，陆续建

设运营10个企业（园区）分馆。

“共建的分馆由企业、园区结合

自身定位和实际自主管理，‘一

馆一策’，形成灵活多样的特色

图书馆群。在此过程中，政府

只负责基本设施配置的标准

化、规范化，由区总馆提供图书

资源并定期轮换。”黄埔区图书

馆馆长孔玉华说。

去年底开张的励弘文创旗

舰园分馆锁定“文化+科技”特

色，大胆运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全

景深多声道技术、数字声学环境

系统等，提供了图书阅读和艺

术欣赏的全新体验。从今年1

月至今，分馆还“嫁接”文化部

门和区总馆资源，先后举办了

插花艺术培训、科普参观体验、

无人机拼装及驾驶培训等活动，

大大拓展了图书馆的功能。

共享：政府企业市民
三方共赢

“建这个图书馆，我们投了

约100万元进行场地装修和软

硬件配置；在运营管理上，扣除

售卖咖啡等一些收入，企业每

年还要额外补贴60万元。”励弘

文创旗舰园总经理李思慧算了

这么一笔账。

贴钱又贴人搞图书馆，企

业图什么？在园区一家企业工

作的90后小伙子谢通杰的一番

话，揭示了部分答案：“我常来

这里读书、看画、参加活动，既

放松身心，也提升自我。因为

有这样的体验，我工作更加安

心，对企业的认同感也更高。”

“要说直接的好处，其实没

有什么。”李思慧说，办图书馆

图的就是靠它聚集来的人气，

靠它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文

化层次，靠它增强对人才的吸

引力和就业的黏性。这些间接

好处，更有长远和根本性的意

义。“相比而言，那点投入完全

是值得的。”

专家分析，随着社会文化

形态的发展，图书馆越来越不

只是一个读书场所，而日益蜕

变为综合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惠及不同读者的同时，企业

也能从中找到更多的利益实现

点。这和如今许多小而精的实

体书店依靠鲜明特色、功能多

样、重在体验而获得复兴是同

样的道理。

不仅办馆的企业，很多众

筹进来的“小伙伴”也从中受

惠。在励弘分馆展出的数字艺

术画屏、机械拼装玩具、视源智

能会议管理系统、广绣作品等，

都来自园区内外企业和社会人

士的无偿提供。他们积极参与

图书馆的共建，不仅进一步提

升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赋予

图书馆新的定义，也为自己的

产品找到了绝好的展示平台。

今年有家企业来此参观，就看

中了这种高度还原原作的数字

艺术画屏，一下定购了8块，用

来装饰自己的内部馆。

和社会力量合作办馆，也给

政府办公共图书馆提出了更高

要求。不同的分馆面对不同的

群体，总馆提供的图书也要更加

注重差异化、个性化，实现精准

服务。如今，广州许多与社会力

量共建的图书馆，都推出了“你

选书，我买单”的服务。在越秀

区图书馆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合作共建的四阅分馆，借助“互

联网+”技术，读者可在“网借平

台”下单选书，“如果读者想借的

书我们这里没有，我们会去买或

是从其他馆调过来，还可以快

递到家。”该馆负责人表示。

共建图书馆 共享纸墨香
广州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多元形态多样

□ 陈 更

我的枕边书有三本：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8382

词的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的

《新华成语大词典》和26000词

的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的《新

华成语大词典》，三本书都是大

部头，捧在手里，让人觉得踏

实、安心。

我爱文字。不必说文以载

道、文以传情这些道理，即使是

文字本身，也大有吸引我的地

方。而与成语这段机缘巧合，

倒是有几分“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的意味。这世

上多得是好书，我却将许多时光

消磨在成语词典里，还乐在其

中，成了一个秘密的心头好。

多少个安静宁谧的夜晚，

左手边的台灯发出暖黄色的

光，我打开成语词典，静下心

来，看这些脱离了故事而自成

故事的文字。譬如随意翻到某

一页，看见“穆如清风”，它没有

点缀在一段烂漫的春色里，也没

有铺垫在一个主人公粉墨登场

时，而是独立地存在。而就是这

四个字，让我感到一种静穆却又

轻灵的意境，这种体验真是“悠

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看过一篇文章，说“文章之

场”的构建，“如同一点墨滴入

清水，由中心的浓色逐渐向四

周扩散，色泽愈淡。虽未渲染

山水、勾勒人物，却能让观者感

受水墨氤氲的氛围，遥遥有古

意”。而成语的淡然和自由，似

乎与这样的感受极为相似。所

谓“长林丰草”，隐秘之意外，出

世之感油然而生；所谓“风生水

起”，明明是几个清淡的字，可

闭上眼睛后似有千军万马的来

势；所谓“刀光剑影”，这样诗意

的凶险，这样美的杀气。

四字而已，“读了却让人觉

得它是生在日月山川里的，觉

得开阔，想要兴起”。诗词有平

仄之韵，顿挫之美，在我心里，

成语也有。月晕础润，肥甘轻

暖，将这些词在舌尖流连几次，

空气里就有了淡淡的香气。它

们从浩渺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

浪淘沙流传下来，与其源远流

长的历史背景一起，沉寂在词典

里，一经打开，就会有一个变幻

万千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

我从“解甲归田”里看到人生大

起大落之后落叶归根的恬淡之

美，有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清

静自然的元素；我从“悦近远

来”里看到民贵君轻的儒家思

想，看到“鳏寡孤独者皆有所

养”的太平气象；我从“传檄而

定”里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兵家智慧；我从“合浦珠还”

里看到百姓对政通人和的向

往，以及先民们心底的美好世

界。这是中国文字里才会有的

凝练隽永，西方文学虽有其流畅

明快之处，往往讲究直接、强烈

地表达情感，却也常常因此缺了

几分含蓄而大气的语言美。

像是一个绝色美人，生得

明眸皓齿、国色天香，却偏偏隔

着轻纱幕篱看不真切，只让你

从缥缈的背影中，浮想那是怎

样的倾世容颜；像是一个武林

高手，自会跑开始就能打太极

拳，平日里不显山露水，只从举

手投足间，有不动声色的威严。

只将惊心动魄的恢宏壮

阔，化作淡淡四个字，留在纸

上，沉静，安详。

曾经有一个爱诗如命的朋

友对我说：“诗词，不是用来学

道理的。”是啊，爱文字的人，从

不是为了要从文字里懂得什么

生存处世之道。但读得多了，

人自然会浸润些许智慧，心里

便有了一片清平世界。

俗世扰攘，每当我想找回

宁静恬淡的自己时，我就会打

开词典。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

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

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

开元自要春风。试问春归谁得

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在 词 典 里 感 受 清 平 世 界

□ 谢晓刚

在南昌市，多地农家书屋

管理流于形式，书屋无人管、群

众看书难、书籍更新慢等问题

频现，原本利民便民的精神文

明建设工程沦为“形象工程”。

农家书屋从 2005 年开始

试点，2007 年全面启动，到今

年已有11年了。从第一家到如

今的几十万家，农家书屋为解决

农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

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

一些农家书屋的利用率不高，以

至于原本利民便民的精神文明

建设工程沦为“形象工程”。

在农家书屋的建设方面，

海南省的做法可供借鉴。为了

农家书屋建设能够与时俱进，

海南省注重农家书屋软硬件升

级换代，在有条件的地区，着力

推进数字化农家书屋试点建

设。在三亚市、海口市，新建的

农家书屋大多设有多功能报告

厅、电子阅览室，均配备音响、

投影机、讲台桌椅、电脑等，在

基础设施及管理服务不断完善

的同时，丰富了书屋的项目内

容，增强了农家书屋的吸引力。

农家书屋存在利用率不

高、来看书的农民不多等问题，

可能因为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

了变化。各种电子产品如智能

手机普及后，农民能够很方便

地获取信息。建设农村书屋，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的倡

导，而不必纠结于传统的屋、

书、人。要想农家书屋有着更

大的作为，得到农民们的认可，

吸引他们的关注，就需要与时

俱进，利用好“互联网+农业”

模式，让农村书屋“赶时髦”。

进入互联网时代，大容量

的新鲜资讯飞速传播，农村书

屋如果缺乏应有的时代气息，

即使配备再多的书、出台再完

善的管理制度，也很难吸引村

民前往。由此可见，陈旧的形

式让部分农村书屋掉了队。

当务之急，不能总纠缠于

农村书屋没人管理或者没人来

读书，而应该正视人们读书的

形式和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了

改变。农家书屋建设应坚持与

时俱进，根据基层和农民的实

际需求、阅读习惯，进行改造升

级。比如：多媒体设备、电子借

阅机的配备使用，可以拉近村

民与现代科技成果的距离，丰

富乡镇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农家书屋是关心农

民群众文化生活、惠民利民的

实举，但务实的同时也要务

“时”，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更

需要强化“互联网+农业”的思

维。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推

动农家书屋更好地满足家庭、

个人的需求，让广大农民群众

跟上时代的脚步，成为有文化、

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农家书屋不能沦为形象工程

本报讯 在第21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松江区

发布了《松江科技影都总体发

展策划》和《关于加快G60科

创走廊松江科技影都影视产业

人才高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据悉，松江科技影都目标

打造对标国际一流的、全产业

链的平台型影视产业基地，成

为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重要承

载地，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影视特

色功能区，松江科创文创双轮驱

动、产城深度融合的示范区。

上海松江区委宣传部部

长、区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副组长赵勇表示，作为G60科

创走廊“一廊九区”重要组成

部分的松江科技影都建设，正

是落实“上海文创50条”和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实践

和探索，力争3年~5年内成为

上海国际电影节重要分会场，

未来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永

久举办地。

据介绍，松江科技影都主

攻特效工业，精制顶尖影棚，布

局文化装备，构筑由前期创作、

影片拍摄、后期制作、放映发行、

影视教育等核心产业圈层和影

视装备、影视旅游等关联产业

圈层组成的影视产业体系。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局局长于秀芬表示，影视产业

是上海文化发展的重点，期待

松江科技影都作为全市影视产

业布局的高地，特别是围绕高

科技影棚、影视后期制作，将优

势产业做大做强。

松江区还将实施松江科技

影都青年导演扶持、人才安居、

人才服务等工程。

（姚玉洁 龚 雯）

上海将打造对标国际一流科技影都

本报讯 记者于馨报道

6月20日下午，北京市文化改

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

发布《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认定及规范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

《关于加快市级文化创意产业

示范园区建设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并启动首批北

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认定工

作，首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

于今年10月份授牌。

2017年，北京文创产业实

现增加值3908.8亿元，占GDP

比重达 14%；文化企业超过

25.4万家，规模以上法人单位

实现收入1.6万亿元，文创产

业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据悉，此次出台的《管理

办法》明确了文创园区的认定

标准、认定程序、管理和考核

机制等内容。想要获得认定，

申报园区需同时满足有较完

整的建设和发展规划，较完善

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或改造

已完成，且园区入驻率达70%

以上；主要业态符合“高精尖”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文创

法人单位数占已入驻法人单

位总数的比例达70%以上等

多项条件。

此外，根据《意见》，北京市

将对示范园区的硬件设施、公

共服务、文化金融服务、保护利

用老旧厂房建设分园等给予资

金支持，并在园区文化企业培

育、文化人才服务、品牌建设推

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在发布会上，北京市正式

启动首批文创园区认定工

作。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中心主任梅松介绍，认定

工作包括组织申报、资格初

审、专家评审、现场踏勘和结

果报审五大环节。北京市将

于今年10月对获得认定的文

创园区进行授牌，北京市级文

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也将从

中产生。

首批北京文创产业园区将于10月授牌

首创非遗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启动创新发展平台启动
“守大美非遗・创时代生活”——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发布会暨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首创置业非遗创新发展平台正式启动并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倡议书”。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田新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