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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图书漂流中心”成立，参与起漂图书近3000册

走走，，带带上上书书籍籍去去市市图图书书 馆馆““漂漂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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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3月12
日，一个“爱心图书漂流中心”在济南市图书馆
新馆成立，市民读者可变身“漂友”，用闲置图书
参与“投漂”，换取自己喜欢的图书。此举意在创
新图书馆服务模式，构建全民阅读氛围。

所谓图书漂流，指的是图书馆为读者搭建
一个平台，读者可以将家中闲置的图书拿到图
书馆来，换走一本漂流中心的图书。该图书漂流
中心设置在市图一楼大厅东南角，据统计，成立
当天，就“漂”了100多册书。截至目前，又有数十
册书陆续被漂流。

与借书还书的形式不同，图书漂流不办理
借书证，没有借书期限，不交付押金。只要持有
内容完整，外观整洁的小说、传记或纪实类正版
书籍，就可参与投漂。

漂友需填写《爱心漂流图书投漂登记表》，
注明姓名、昵称和联系方式。可以在转漂的书上
夹带留言寄语，向书的下一位主人传递阅读心
得。

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吴伟称，图书漂流与
图书交换还不同，就后者而言，读者拿来书后，
图书馆还要进行折算书价后再行交换。所以漂
流是一种完全凭自觉的书籍交流形式。“你用5
块钱的书，也可以换走一本50块钱的书。”

这样一来，读者若不想还回拿走的书，便
可不还。“这也算是对市民文明程度和社会责
任感的考验。”吴伟称，图书馆只在每本书上
盖一个漂流章，以此区别其他书籍。书里对看
书人的提示单据，提醒大家看完后能自觉交
回来。

据了解，济南市图书馆原本也有这样一个
漂流中心，在馆内四楼，“当时开展得并不好，主
要是缺少书源。”吴伟称，“这次有出版社为我们
捐助了图书1500册，加上前期爱心人士捐赠的
图书，参与起漂的爱心图书达到了近3000册。”

图书漂流活动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
最初，书友们将书放在户外的公共场所，如公园
长凳上，捡到书的人就可随意拿走，读完后再放
回，以此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漂流”。

吴伟称，图书漂流在济南算是个新生事物，
这一活动的宗旨是分享、信任、传播。“国外图书
漂流活动都进行得非常好，读者看完一本书后，
自觉地签上名就放回去，再拿走一本其他的书，
以此实现爱心漂流图书的文明运转。”

漂流活动开展一段时间后，书架上书的质
量与刚开始相比，会下降还是提高都是未知数。

“这种事情做起来应该有连续性、循环性，我们
打算把好书继续漂流下去，一般的书也从中择
优、分类，捐助给一些贫困学校，或者农村文化
大院。”吴伟说。

市市图图借借书书证证
一一年年净净增增77万万张张
社区图书室逐渐铺开,历下区今年再建40个

延伸调查

目前，济南市的图书馆包括济南市图书馆、各区图书馆及历下区
专设的社区图书室三种。记者调查，目前市图搬到新馆后，办理借书
证数量激增7万，各区看阅图书的人数增加了近一半，而历下区开展
的社区图书室民生工程，今年也将继续在40个社区开展。

市图书馆 图书借阅量翻了一番还要多
济南市图书馆于2013年10月搬到

位于省会文化艺术中心的新馆，据统
计，目前共有馆藏文献514万册，现有
持证读者22万人。

截止到去年年底，济南市图书借
阅证净增了7万多张。“这个数字非常
大，在老馆时，我们一年新增借阅证
任务是一万五千多张。每个借阅室能
借出2000册，现在能借出4000到5000
册。”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吴伟说。

吴伟说，借阅人数之所以增加这
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图书馆打造
成了市民休闲、体味文化的场所。如
今的市图已不再单纯承担阅读功能，
而是从多方位得以拓展开来。

“例如设置了图书交流区，可以
让读者有空间自由交流。在设施上
也尽量提高读者的舒适度，比如书
架上都安上了灯，方便读者找书。还
设置了很多休闲的沙发椅，在少儿
阅览区还有很多吸引孩子的异形书
架。”吴伟称。

“我们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
人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吴伟
介绍，市图搬到新馆后，也得以利用
更大的场馆举办更多的活动。目前，
市图每周都开展国学讲座及各种品
味经典作品的读者沙龙，亲子互动
类活动也大大增多。“这都是对文化
的体味方式。”吴伟表示。

区图书馆 借书和看书的人越来越多
16日下午，在天桥区图书

馆，记者看到，馆内分有少儿阅
读室、借阅室、公共电子阅览
室，约有40多人正在认真阅读
图书。

“去年8月份刚搬到3楼的，
搬上来之后图书新增了2000多
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馆内
藏书主要以儿童类和文学类读
物为主，每天来看书和借阅图
书的人数在200人左右。“

“每逢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
人就特别多。”工作人员称，许多
家长会在周末带孩子来图书馆
看书，为此图书馆还专门设立了

“亲子阅读专席”。“通过这个专

席一方面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父母和孩
子之间的感情。”

“我们馆在每周三办理图
书证，差不多一周可以办理70
-100张图书证。”工作人员说，
以前也就能办理50多张，现在
多了近3成，除此之外，来图书
馆看书的人相对增加了不少。

“我在这里读报一年了，每
天都来。”市民王先生说，他家
就住在附近，每天都会来图书
馆。“馆里现在经常举行朗诵比
赛和阅读讲座，下一步我们还
打算在社区里开分馆，促进全
民阅读。”工作人员说。

历城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刚建成不久的新馆有
4000多平方米。“现在我们正处
在试开放阶段，人数还不是很
多，等到正式开放之后，人肯定
会多起来的。”工作人员说，由
于新馆无论是面积还是藏书量
都比旧馆大很多，正式开放后
会有更多的人来看书。

“现在来借阅和阅读书
籍的人多了很多，节假日我
们都忙不过来。”槐荫区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近些年来
图书馆读报看书的人越来越
多，有些都是一个家庭一起
来借阅图书。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孙业文

社区图书室 历下区今年再建40个，目前正招标
为让社区居民在自家门前

也能借到书，自去年9月起，历
下区在辖区内40个社区点建立
了社区图书室。读者可在辖区
内任一站点进行异地还书，实
现了区图书馆和社区图书室

“通借通还”。
16日下午3点，记者来到千

佛山街道历山名郡社区图书室，
这里设置了四排书架，有儿童书
籍1400多册，成人书籍3000册。
书类20多种，以文学、历史类书

籍为主，有专门的青少年阅读
区。还有20台电子阅览设备，只
需刷下身份证即可上网。

“每周二、三、五中午12点
到下午5点开放，周六上、下午
都开放。”社区图书室的借书卡
有两种，免费的和缴押金的，前
者每次只可借一本书，后者可借
三本，借阅期限是30天。

历下区图书馆馆长张雨
称，历下区的40个社区图书室
共有16万册书，“今年打算再建

40个社区图书室，现正在走前
期程序。”张雨称，正对图书室
内的设备进行招标。

像历下区这种社区图书室，
济南其他区暂时还没有。“大多
数社区都有图书室，像北坦、制
锦市，但并不由我们统一管理，
是属于各社区的。在文化站里也
可以借到书。”天桥区图书馆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历下
区的那种形式我们暂时没有，今
后倒是有相应的打算。”

济南市图书馆在一楼大厅设立的图书漂流中心。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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