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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

阳修的这句话道出了修身立业的根本就是读

书学习。

榆中县王利一家，一直秉持“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的家风，一家人把读书作为生活

的习惯。2022 年，王利家庭被命名为全省“书

香之家”。

王利出生在素有“风雅青城，仁义之乡”美

誉的青城古镇，从小便被崇文尚德的淳朴民风

所影响。现在，他是甘肃省榆中县第六中学的

一名教师。

走进王利的家，放眼皆是书本典籍，书柜

里、阳台上、客厅一角……就连沙发的靠背旁

都摆放着书籍，无论在哪里随手都能摸到一本

书，每一处角落都透着浓郁的书香气。王利告

诉记者，目前家里有藏书近 5000 册。

几十年来，王利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

阅读上，文学类、教育类，凡是有价值的书，他

都爱看。

“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读书，晚

上 12 点还在读书。”妻子鞠潇琦告诉记者，“王

利对读书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王利的父母文化程度并不高，但非常重视

家风家教的传承。“藏金藏玉莫如藏书教子，宽

天宽地怎比宽厚待人。”父母经常用这句话教

导王利。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父亲喜爱研究青

城古镇的历史、楹联、诗词、典故等，被人称为

‘读书人’，在镇子上颇有威望。父亲经常到景

点为游客义务讲述青城古镇的历史和民俗文

化，还经常利用周末或假期，和老伙伴们交流

读书向善、做人做事的道理，分享读书感悟。”

王利说。

受父亲的影响，王利从小就酷爱读书。进

入大学后，图书馆海量的藏书更是让他震撼，

他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大量阅读。工作后，他又

成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书城的常客，至今仍

然保持着每月借书的习惯。

王利的妻子鞠潇琦也是一名人民教师，夫

妻俩相互砥砺，遨游书海，“他对读书的爱好和

坚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鞠潇琦说。

为了鼓励学生多读书，王利还自费为遭受

家中变故的学生办理借书证。在榆中县第五

中学任教时，王利发现班上学生没有多余的课

外书籍可看，便倡议创建图书角。

“班上的孩子主动捐赠了一个木箱子，我

们把它做成了图书箱。”王利说，他从家里带去

一些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放进了图书箱。这

一举动，带动不少学生加入了读书行列，

现在，还常有学生打电话给王利，感谢

他当年的劝读教诲。

王利和家人的言传身教，也深

深影响着女儿王明宇，使她成了

一个爱读书的孩子。

每次女儿过生日，王利都会

送 上 一 本 经 典 著 作 作 为 生 日 礼

物，还会亲手书写一封家书，情深

意切中，家训家道家风在字里行

间流淌。

“爸爸送我的书是特殊的生

日礼物，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表达

情感的方式，也是爱书的爸爸对

我的一份特别鼓励。”王明宇说。

“《朝花夕拾》《悲惨世界》《我

与地坛》《白洋淀纪事》……都是

我以前送给女儿的书。”王利说。

翻开这些书籍，记者看到王明宇对一些词

汇进行了勾画和标记。《镜花缘》这本书中，在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这句话

旁，王明宇标记了一个“好”。

“一人读书，一人受益；全家读书，全家受

益。”谈及读书对家庭的影响，王利深有感触。

工作之余，王利和妻子经常带女儿参加户外读

书活动，图书馆、书店也能常常见到他们一家

人认真读书选书的身影。

为了让更多人意识到读书的意义，王利多

次参加、组织或主持各级各类读书交流、演讲

宣教、文化帮扶活动。2006 年，他和好友发起

组织的绿洲文化沙龙，如今已“根深叶茂”，惠

及越来越多的群众。

“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身体还能动，我就

会一直读书。”王利说。

——全省“书香之家”榆中县王利家庭的读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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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焕新 暖心服务上新

走进甘肃省图书馆总馆西区（新馆区），室内宽

阔明亮、安静幽雅，馆内一排排书架上，各类书籍排

列得井井有条，自习室和阅览室内坐满了学习“充

电”的读者，他们有的在津津有味阅读，有的在专心

致志复习功课，浓厚的学习氛围扑面而来。

馆内除了大量宽敞的阅览桌和舒适的座椅，

还摆放了不少沙发和绿植，每个阅览桌都安装了

多孔插座，每层楼都配备了净水机、雨伞收纳架，

无处不体现着对读者细致入微的服务。

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书机、书籍杀菌机、智能

咨询导航机器人……这些设备分布在馆内每层借

阅区，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智能、便捷的阅读空间。

“用手机在线上办证不仅免押金，还能免

去带卡和证件的麻烦，真方便！”按照标识指

引完成电子借阅证办理的胡子彤感叹道。

甘肃省图书馆党委委员、副馆长祁自顺

介绍，在承担原有馆区部分功能的基础上，

新馆区以读者需求和业务建设为导向，充

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

等新型技术，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信息化基

础设施系统和数字资源服务系统，实现了图

书馆资源管理和读者服务的有机统一。

儿童绘本馆布置得温馨而富有童趣，彩色

的书架、柔软的坐垫和各式各样的绘本构成了孩

子们的小小乐园，不少家长正陪孩子阅读绘本或

借阅书籍。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阅读，甘肃省图书馆资

源丰富、环境好，所以常带她来这里看书。”正在

陪女儿阅读绘本的李雅菁告诉记者。

近期，甘肃省图书馆依托微信服务号功能，

研发了“云上甘图”综合服务平台，将图书续借、

在线办证、场馆预约、活动报名、云借书等服务全

部延伸至线上，为读者提供信息获取、自助借阅、

交流互动等智能化服务。

中午，“读者就餐室”开放，这里干净整洁，洗

手池、智能净化饮水机、微波炉等厨卫用具一应

俱全，就餐环境温馨舒适。不少用餐读者表示，

就餐室使大家不出馆就能解决吃饭问题，省时又

方便。

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方便快捷的借阅管

理，优质高效的服务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

前来阅读或借阅。据统计，甘肃省图书馆年均接

待读者 100 万人次，流通书刊 1000 余万册次。

记者来到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与图书馆的

安静不同，书城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书架间，

人们认真筛选着自己心仪的书籍，工作人员则忙

着整理书架。在书城的角落里，一些读者静静地

坐在地垫或座椅上，全神贯注阅读着。

西北书城运营部副主任王超介绍，2020 年，

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进行了升级改造，智慧型书

城的功能逐步完善，增设了自助购书、自助查询

等智能设备，开通了微信商城、直播推荐等网上

销售渠道，读者在店内可实现自助收银支付，在

家中可查询库存图书，享受线上下单，快递送书

上门的便捷。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和读者精神文化需求，

兰州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阅览室、期报刊阅览室、

综合图书借阅室、文艺图书借阅室等部分对外窗

口，自 4 月 17 日至 10 月 31 日延长对外开放时

间，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二至周日 9:00—20:00。

自习空间 学习氛围浓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图书馆和书店设置的自

习室（自学室），深受市民的喜爱，是读者安静学

习的好去处。

在甘肃省图书馆自学室，坐满了全神贯注学

习的人，也有人在自学室外轻声地背书。

据工作人员介绍，甘肃省图书馆总馆东、西

两区现有阅览席共 3000 余个。为了满足读者个

性化需求，新馆区 B 层专门设置了自学室，可容

纳 200 多人同时自习，自学室开放时间也延长至

晚上 10 点。

即便如此，这里常常一座难求。为此，甘肃

省图书馆近期在 B 层自习室满员时会灵活开放

临时自习室。

祁自顺告诉记者，为提高自学室座位使用效

率，甘肃省图书馆近期将打通技术接口，启用自学

室座位管理系统，届时读者可在“云上甘图”综合服

务平台上办理预约、选座、签到、暂离、退座等服务。

兰州市图书馆自习室里同样坐满了学习的

人群。“我和朋友从上个月开始来图书馆复习雅

思，这里舒服安静，学习时可以相互监督，相互请

教。”在自习室学习的马同学告诉记者。

兰州市图书馆文献部副主任李玉涛介绍，为

更好地服务读者，提升图书馆的公共服务能力，

兰州市图书馆对自习室进行了装修改造，面积较

之前扩大了 1 倍，可容纳 128 人同时自习，开放

时间延长至晚上 10 点。

温 暖 的 灯 光 、舒 适 的 座 椅 、半 封 闭 的 小 隔

间……在西北书城的小蜜蜂自习室，不少人正

在自己的“格子间”认真学习。

“我从高二开始常来这儿自习，这里有隔断

式独立桌位，自习人员不会互相干扰，学习氛围

很好，学习效率也高。”高三学生德宗央金常在自

习室做模拟试卷，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李婧在西北书城的小蜜蜂自习室复习已一

月有余。“这里设备设施齐全，通过线上小程序预

约自习室座位也很方便。”李婧说。

西北书城自习室管理员刘苗介绍，甘肃省新

华书店西北书城为落实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的相关要求，设立了小蜜蜂共享自习室，共

有 105 个座位，可为读者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

环境和沉浸式阅读空间，周末时有很多家长陪孩

子一起在自习室双人区阅读学习。

品牌引领 服务效能提升

近年来，图书馆、书店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举

办各类品牌文化活动，为读者和社会提供更多更

好的文化服务。

“4 月 6 日 岳飞思想的当代价值”

“4 月 13 日 从生命伦理看基因编辑”……

在甘肃省图书馆入口处，摆放着“周末名家

讲坛”4 月份讲座内容展板。

工作人员介绍，每周六，省图书馆都会邀请省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周末名

家讲坛”活动。该活动自 2006年推出后至今已开

讲近 18年，累计 800 多期，是省图书馆传播文化、

普及常识、启迪智慧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品牌。讲座

涉猎时事政治、社会热点、文学艺术、传统文化、健

康养生、法律法规、经济金融、科技教育等诸多领

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已形成固定粉丝群体。

同时，省图书馆还有陇韵书香季、阳光工程、陇右寻

珍、陇上文化行等多个服务品牌。

此外，省、市图书馆还努力做好特殊群体阅读

引导和阅读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从 2011 年 3 月起，甘肃省图书馆对盲人读

者 提 供 免 费 接 送 、免 费 午 餐 和 无 障 碍 阅 读 服

务，建立了盲人读者档案。在兰州市特殊教育

学院等单位和场所设立图书流通站，定期送书

上 门 。 多 年 来 ，接 待 盲 人 读 者 1 万 余 人 次 ，借

阅盲文图书 19 万册次。兰州市图书馆在盲人

阅 览 室 配 备 了 18 组 盲 文 图 书 专 架 ，充 分 利 用

智能设备帮助残障人士进馆阅读；打造视障读

者“线上电影厅”，让残障读者足不出户就能收

听展播；策划了“春暖三月献爱心”“百年梨园

绘愿景”“盲图流动送光明”“灯影河声暖金城”

“ 小 愿 大 爱 筑 梦 金 城 ”外 出 赏 游 看 世 界 系 列 文

化助残品牌活动。

少儿读者是图书馆重要的服务群体。省、市

图书馆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出

了系列品牌服务活动。

省图书馆为让更多学生了解、体验古籍保护

技艺，联合省古籍保护中心持续开展“我是小小

古籍修复师”志愿服务活动。“小小修复师”在古

籍修复老师的指导下，动手体验古籍修复和线装

书的制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兰

州市图书馆开创的“小树苗学堂”服务品牌，专门

为低幼读者提供亲子阅读服务，自 2018 年以来，

共举办 120 多场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及家长通

过活动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爱上阅读。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图书馆和书店积极举

办各种阅读活动，为读者献上了一份“阅读”大餐。

兰州市图书馆推出了中华传统诗词诵读、盲

文流动图书馆授牌、数字资源线下阅读推广体验

等活动。

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邀请了作家陈行甲、李

学辉、独木舟举办读者见面会。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当天，甘肃省图书馆

携手相关文化场馆和出版单位在兰州市东方红

广场开设阅读市集，设置精品书展、非遗体验、文

创产品、图书流动车等专区，让广大市民朋友漫

游阅读市集，共享春日美好。

—兰州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见闻

四 月 金 城 书 香 氤 氲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文洁

走进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郑家

台社区的共享阅读室，纸墨书香扑鼻而

来。历史、文化、地理、小说等 3000 余册

各类书籍整齐摆放在书架上，市民们静

坐在书桌前，手捧图书，安静地阅读着。

“闲暇之余，在社区静享阅读时光，感

受读书的乐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别看共享阅读室地方不大，但布置

得很温馨，休闲沙发、桌椅、绿植……营

造了轻松舒适的阅读氛围，不仅大人喜

欢，孩子们也愿意来看书、学习。”

“阅读室还经常举办活动，别开生面

的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培养

了他们读书的兴趣！”

近日，记者参加了一次皋兰路街道

郑家台社区举办的儿童读书会活动，家

长们相互分享着阅读体验。

活动伊始，小朋友被随机分配成几

组，要求每个小组派出一名小朋友领取

讨论题目，并通过传话的形式，将题目传

达至每一位队员。

抽到题目的小组开始梳理故事的开

端、情节、结局。有一个小组抽到的题目

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了不起在哪里？

然而题目传到最后，竟没有一组能

够完全传达。

“孩子们，记住要学会倾听，做任何

事情都要集中注意力。”读书会的第一个

环节，让孩子们意识到倾听的重要性。

讨论环节开始后，各小组围绕自己的

题目展开热烈讨论，孩子们将书本上学到

的知识“搬”到讨论中，各抒己见……

“这次儿童读书会，学习了知识，交流了

情感，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了阅读

的魅力，也锻炼了他们倾听、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没想到，我家孩子的知识储备还挺丰富！”

“原来孩子很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性都挺不错，让我对

孩子有了新的认识。”

读书会结束后，家长们纷纷表示，要和孩子

一起多看书，通过一起读书了解孩子的

思想，更好地和孩子沟通交流，更好地引

导他们成长。

城市因书香而美丽，因阅读而充盈，

因文化而富有。

近年来，兰州市各社区开展形式多

样的读书活动，营造读书氛围，引导居民

培养读书兴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郑家台社区以“构建书香社区、提高人

文素养”为目标，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资

源，搭建共享阅读室，供辖区居民免费学习

阅读；创建文化交流园地，定期组织辖区居

民开展座谈交流会，分享读书心得，互述需

求与收获，相互推荐喜欢的书籍与影视作

品，在面对面交流中敞开心扉，实现精神富

足；社区还建立学生读书激励机制，以辖区

14 至 34 岁居民为主体，开展读书分享会、

青年沙龙活动、心得交流会等活动，吸引青

年向书本学知识、学理论。

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农民巷东社区

深入推进书香社区建设，厚植社区文化，

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和居民幸福指数，为

城市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社区以与邻为善、共建共享为主线，

先后组织“书香好书共享”、书画作品展

览等交流活动，通过图书流动站、甘肃省

艺术馆等文化场所，增进辖区居民间的

阅读交流，不断拓展“书香社区”特色品

牌。今年，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农民巷

东社区又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了“阅

读润心，书香致远”亲子活动。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和家

长来到读者出版集团，参观读者博物馆、读

者插图艺术馆，互动感十足的展馆和讲解

员的专业讲述，让家长孩子们对《读者》的

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深刻感受到了阅读的

力量和文化的影响力。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读书是最浪漫的教

养。社区组织的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们对阅读的

兴趣，也创造了亲子沟通的机会，在我们和孩子们

的心灵深处播下爱读书的种子。希望社区以后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辖区居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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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永萍

芬芳四月，书香氤氲。

图书馆和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

化地标和精神象征，同时还能体现一

个城市的文化气质。在第 29 个世界

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甘肃

省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和甘肃

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亲身

体验金城浓厚的阅读氛

围和文化气息。

王利翻阅父亲买给他的第一本词典。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读者在甘肃省图书馆读书。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永萍

学生在兰州一新华书店内认真阅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伊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