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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热点聚焦

海源阁图书馆
免费开放迎读者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读者有惊喜>>

7 月起可免费看书

“借书证到期了，我要续
费。”20 日上午，退休教师李先
生到海源阁图书馆续交下一年
度的借书证费用，却被意外地告
知“不用交费了”。图书借阅处工
作人员说，“16 日开始，海源阁
图书馆免费开放试运行，以后借
书不收费了，随时能借书带回家
看。”这让李先生感到很惊喜。

记者从聊城市文广新局获
悉，今年我省实施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在博物馆、纪念馆免
费开放的基础上，把美术馆、图
书馆、文化馆和文化站也纳入免
费开放的行列。根据省里要求，7
月 1 日，海源阁图书馆正式免费
对外开放，今后读者将不必再付
借阅费和工本费，阅览室和多媒
体教室可免费浏览，馆内公共电
子阅览室读者可以免费上机。

“从 16 日起试运行，想从试
运行期间发现问题，对相关设备
设施、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完
善。”图书馆办公室主任于法生
介绍，海源阁图书馆是聊城市唯
一的市级公共图书馆，也是聊城
市区唯一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
建筑面积 3000 多平米，有 100
多个阅览坐席，电子阅览室坐席
70 个。现有纸质图书 20 多万
册，除杂志、期刊外，还有大量文
史和科普类书籍，也包括众多儿
童和青少年阅读书籍。电子阅览
室有电子书、电子期刊、动漫、影
像等数字文献资源 2 . 6TB。“按
一台电脑硬盘 160GB 计算，
2.6TB 相当于近 17 台电脑硬盘
全部的容量。”

担心不珍惜>>

二次办证拟收费

“以前办借书证要收工本

费，借书人每年交 15 元年费。现
在全免费，试运行一周来，有 30
多位读者的借书卡又续了一年，
知道以后要免费，他们都很高
兴，说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亲友。”
图书馆图书借阅处工作人员说，
尽管现在来看书、借书的市民没
有明显增加，可能是很多市民还
不知道这个好消息，相信以后来
这看书的读者会越来越多的。

“虽然办证、借书免费，但押
金还得收。”这名工作人员说，收
押金的目的是保护图书，减轻损
坏，绝大部分读者很理解，不理
解的我们解释一下也很配合。

公共电子阅览室也开始免
费。“到电子阅览室也要办卡，为
防止读者破坏鼠标、键盘等，上
网也要收押金。”多媒体和电子
阅览室负责人许丽介绍，只要不
损坏图书馆的资源，借书和上网
的押金都会足额返还。

“我们担心的是办借书证免
费了，有不自觉的市民不爱惜借
书证，认为随时可以免费办证，
需要借阅或上网时就来办证，不
需要时就随手一丢找不到了。”
许丽说，为避免这种情况，打算
对二次或多次办证者收费，但详
细收费标准还没制定。

管理员解释>>

电子阅览室不是网吧

其实不管是否免费运行，电
子阅览室一直让工作人员很头
疼。“有些家长以为电子阅览室
就是网吧，曾打市长热线举报我
们图书馆。”该馆办公室主任于
法生曾亲眼见过一位家长从电
子阅览室里揪出孩子，在图书馆
院里揍孩子，一边打一边责怪孩
子上网不学好。“我们一边在普
及文化，一边却要承受部分家长
的不理解甚至埋怨，经常需要不
停地解释。”

多媒体和电子阅览室的负

责人许丽打开电子阅览室的一
个电脑，界面上放了很多共享资
源，除了电子书、电子期刊、动
漫、影像等，也有游戏。“电子阅
览室里的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完
全不同于网吧，包含了资源和信
息，而且孩子也不是所有的游戏
都不能玩。国家曾公布 3 批未成
年人可以玩的益智类小游戏，共
享资源中的游戏都是国家允许
未成年人玩的。”

许丽说，虽然网络普及很多
年了，但聊城仍有部分家长认为
孩子上网就是学坏。“网络和计
算机虽然有利有弊，但掌握网络
和计算机也是孩子以后生存的
一项基本技能。”

“我们规定未成年人每天在
电子阅览室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成年人是 2 个小时。”许丽说，虽
然电子阅览室优秀资源很多，但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视力，来电子
阅览室设有时间限制。

品种不够全>>

藏书只能选择大众口味

于法生介绍，海源阁是中国
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

一，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历经四代人悉心相守，
总计藏书 4 千余种，22 万余卷，
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经四
史斋”、“琅环之府、群玉之
山”……众多学界泰斗，给予中
国藏书史上久负盛名的海源阁
高度评价。“但现在海源阁已没
有原藏书，我知道现在省图书馆
有很多原海源阁的藏书，但并不
是所有人都可以看。”

“每年 40 万经费，10 万元
用来订阅期刊杂志，30 万元用
来买书。”于法生说，近年来图书
价格上涨，馆藏更新比较慢。按
照规定，图书馆每年可以淘汰
10% 的书籍，但海源阁图书馆总
是把图书尽量修缮，能更多地传
阅，图书的淘汰率较低。

曾有人指出，海源阁图书馆
馆藏中缺少专业性书籍，以科普
和文史类书籍为主。于法生说，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按照图书
目录分类，有 20 多种书籍，但大
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以大众口
味、阅读流量大的图书为主要订
阅书籍。像设计类、技术类等专
业书籍很少甚至没有。”于法生
解释，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只
能选择大众口味。

在聊城古城区光
岳楼往南，坐落着著名
的海源阁图书馆，古色
古香、安静宁谧，成为
不少市民读书的好去
处。

面对市民日益迫
切的精神文化需求，海
源阁图书馆不断改进，
日渐成为现代化的图
书馆。7 月 1 日起，该图
书馆将免费开放，读者
将不必再付借阅费和
工本费，阅览室和多媒
体教室可免费浏览，馆
内公共电子阅览室读
者可以免费上机。

22 日下午，在图书室里，读
者正在选书。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读者行走在长长的、高
大的书架间，徜徉在书的海
洋，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一名小学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资料。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