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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调查

社社区区图图书书室室里里鲜鲜见见年年轻轻人人
仅工作日开放，卡住不少上班族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凌
文秀 ) “来看书的都是中老年
人和孩子。”8日，城区一社区图
书室管理人员介绍，阅览室开
办三年来，很少有年轻人来借
阅图书。

记者在该社区图书室看
到，书架上摆满了书，涵盖育
儿、科普、文学、少儿等众多类

型的图书，还有一些期刊和报
纸。据介绍，该图书室共有4000
多册图书和刊物，适合各个年
龄段阅读。

众多图书为什么吸引不了
年轻人？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时间是靠
网络和电视获取知识和资讯。
22岁的孙女士说：“我现在基本

上不看书，也不知道社区有图
书室。网上资讯齐全，很多问题
都能找到答案。”市民田先生的
理由则是，工作太忙，他已经两
年没读过书了。

这位图书室管理人员分析，
社区图书室少有年轻人来看书，
跟开放时间也有关系。“图书室
周一至周五开放，而年轻人忙于

工作，时间上有冲突。”
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社区

图书室藏书都超过千册，有些还
有电子阅览室，不少图书室内配
备空调，读书环境很好。柳园街
道办事处龙山社区有一个电子
阅览室，配有30多台电脑，内容
涉及理财、致富、菜谱等很多内
容，每月定期开放两次。

社区图书室
缘何人气不旺

市民杜先生说，社区图书室的
书籍更新慢、书太少，多为“陈年老
书”，实在提不起兴致去看。据调查，
很多社区图书室都是如此。对此，一
位社区图书室负责人表示，各社区
基本上没有图书购置专项经费，只
有建设时的一次性经费，或者是捐
建成立。

借阅难也阻碍了许多居民的脚
步。社区图书室几乎都是由社区工
作人员兼职管理，没有专职的图书
管理员。当社区工作忙时，图书室就
无法保证正常开放。

此外，一些新兴阅读渠道也分
流了部分读者。古楼街道办事处的
林先生说：“想看什么书，可以下载
到手机里，或者在网上看，手捧书卷
看书，距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头条分析

谁来挽救渐失的
社区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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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
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用这句话
来形容一些社区图书室的现状，可
谓非常恰当。

近几年城区很多社区建起了图
书室，然而，煞费苦心建起来的图书
室，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无人问
津”的尴尬境地。

当然，这与社区图书室藏书少、
更新慢以及开放时间有关，但却不
应该成为其“自甘堕落”的理由。

据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0 . 7本，
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
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实在
少得可怜。正因如此，建好、用好社
区图书室，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随着人们对文化需求的不断攀
升，其实很多人是有阅读需求的，有
一部分人财力有限不舍得花钱买
书，如果社区有一个免费看书、借书
的图书室，而且里面藏书丰富、更新
及时，或许就能吸引他们走进去。

希望有关部门关注这一问题，
做好调研并进行积极引导，从经费
投入、组织和设计等方面加以支持，
挽救正在渐失的社区图书室。

刘平易夫妇自费建立起公益社
区图书室，他们的行动值得尊敬。笔
者期待更多人加入进来，让社区图
书室遍布每一个社区，为这座小城
增添一抹文化味。 (王传胜)

夫夫妻妻俩俩自自费费建建起起公公益益绘绘本本书书屋屋
藏有1600余册精美绘本，已于近日免费对外开放

聊城市民刘平
易与妻子王丽萍耗
时半年多，花费近3
万元，在城区水城
华 府 租 了 一 套 房
子，办起全市首家
社 区 公 益 绘 本 书
屋，藏书1600余册，
于近日免费向市民
开放。

本报记者 孟凡萧

书屋免费向2至8岁

的孩子开放

刘平易的公益书屋在城区
水城华府2号楼3单元3091室，由
一套普通的二居室改造而成。走
进书屋，一排整齐的木质书架映
入眼帘，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精致绘本，书都是新的，其中
多数都是精装。书屋内放置了小
桌椅板凳、报刊杂志等。

刘平易说，书屋内的绘本包
括了中国传统文化、成语故事
等，为使绘本放置的有条理，他
特意买来图书管理系统，只要是
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图书的摆
放位置。

“我和妻子为选书到北京、
济南等多地考察绘本馆，听取朋
友的建议，并走访了多家出版
社，寻找适合孩子的绘本。”刘平
易说，限于经济条件，书屋现在
只有1600多本绘本。

王丽萍说：“购置图书是一
笔很大的开销，房子是租来的，
月租1000元，书架是从网上买
的。整个书屋到目前已投入近3
万元。”

现在刘平易夫妇的社区公
益书屋已经建成，于近日免费向
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工作日的
晚上6点30分到9点，周末的全
天，家有2至8岁的孩子，父母可
免费前来与孩子一起读书。

希望每个小区都有

公益书屋

刘平易给书屋取了个温馨
的名字———“开心糖果亲子学
堂”，他希望通过名字告诉孩子
们书是“甜”的。在这里，家长陪
孩子一起读书，在这个过程中学
会“ 爱 与 被 爱 ”“ 分 享 与 宽
容”……

刘平易说：“我和妻子开办
的这个社区公益书屋，唯一的要

求就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阅读。
由于目前图书有限，为了服

务更多的孩子，书不能拿回家去
阅读。另外，绘本的保护也全靠
家长和孩子们自觉，在阅读的过
程中，家长也要慢慢地教会孩子

“书是人类的朋友，要懂得保
护。”王丽萍说，她打算把隔壁一
间卧室改建成家长休息室，供家
长交流休息，同时摆放一些关于
孩子教育方面的杂志。

刘平易满怀憧憬的说：“书
屋开放以来，有不少市民带着孩
子来看书。照这个趋势发展下
去，我打算在其他小区再开一家
书屋，如果一切都顺利，我希望
将来每一个小区都建立一家公
益书屋”

因自身遭遇想改变

家庭教育弊端

“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绘
本为教具，给父母提供一个育儿

交流沟通的平台。”这是刘平易
夫妇开办社区公益书屋的一个
理念，也是他们所希望社区公益
书屋所能起到的作用。

刘平易曾经因为父亲对他
的种种不理解，而造成他们父子
长达20多年的“争吵不休”。“其实
我是因自身遭遇而学家庭教育，
因家庭教育而想开办社区公益
书屋，希望用社区公益书屋来改
变现在的家庭教育弊端。”刘平
易说。

学成归来后，他开办了亲子
教育工作室，多年的工作经验，
让他看到了现在家庭教育存在
的种种弊端。为改变现状，他开
设社区公益书屋，试图通过亲子
共读绘本来改变现在家庭教育。

刘平易说，绘本需要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阅读，阅读的过程不
仅是孩子成长学习的过程，也是
家长学习如何引导孩子的过程，
通过这种形式，能有效地增进家
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刘平易夫妇在收拾他们新
办的公益书屋，对于未来充满希
望。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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