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长期不更新，借阅时间限制多

社社区区图图书书室室门门庭庭冷冷落落到到何何时时

每周只借书一两本

社区阅览室成仓库

25日，记者来到某四星级社区，
社区图书阅览室的门紧紧地锁着，
没有居民借书看书。旁边一物业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周六、周日和工作
日下班时间社区阅览室都不开放。

“工作日来看书的人也不多。现在看
书的人不多，社区阅览室的书目也
不全，很多都是党建类的，家庭服务
类、休闲类书目少。”该物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去过一次阅览室，看
了几本之后，感觉剩下的没有自己
喜欢的书就不再去了，现在每周最
多有两三个人去阅览室看书。

据了解，社区图书阅览室建设
是星级社区评定标准项目之一，泰
城一半多社区为了提高社区基础设
施标准，都配置了社区图书阅览室，
有些社区有图书千册以上，但上级
对建成后的社区图书室利用情况没
做要求。目前，有些社区图书利用率

不高，阅览室成书库。
在一四星级社区居委会，记者

看到五层的书架上摆放着满满的书
籍。社区工作人员给书籍仔细地分
了类，还贴了标签，有生活哲理类、
健康类、名著小说、儿童读物等。但
不少书上面落满灰尘。社区工作人
员说，来借书的居民很少，社区图书
室利用率不高。“从2008年创星级社
区，居委会投钱购进一批书籍，加上
之前社区书籍，还有不少居民捐赠
的书籍，社区大约有书2000多册。”居
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社区阅览室向
居民免费开放，但居民借书热情较
低，看书借书的每月不超过十人。

在一家五星级社区，社区藏书
有6000多册，涵盖种类也不少，阅览
室向居民免费开放，但居民借书的
也比较少，每周最多借出一两本。

泰城大部分社区都设置了图书室，但是很多图书没能转起来，不少居民甚至不知道社区图
书室在哪。部分社区推出电子阅览室、图书漂流室，以更加贴近的方式推动阅读。

本报记者 陈新 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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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七年没更新

休息日还不开放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社区书籍
虽然多，但多年都不更新，书籍的种
类不全，政治、党建、哲理方面的书
占到多数，小说、儿童读物类书籍不
多。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该社区
图书阅览室是为了评星级社区才建
设的，从2008年建成后，书籍几乎没
有更新。还有的社区只在工作时间
开放阅览室，社区工作人员一下班
就关闭。“工作日多数人都去上班
了，哪有时间到社区借书啊？”社区
居民王女士说。

“我们从没听说过社区图书阅
览室，在哪个地方啊？”记者在一家
社区随机采访，不少居民疑惑地

问。一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图
书利用率不高和没有宣传到位有
关系。

“现在互联网发达了，需要的信
息上网一搜就都有，谁还专门到社
区看书呢？”20多岁的居民小刘说。一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社区
图书阅览室建成很早，当时人们阅
读的积极性还比较高，这两年居民
对纸质书籍的阅读兴趣确实不如以
前。“好多人工作太忙，特别是中青
年人，每天上班忙碌，根本没空到社
区看书。”她说，来借书的人群集中
在学生和退休老年人，中青年人几
乎没有。

让图书“漂流”起来

还鼓励大家写心得

24日，泰前街道广生泉社区阅览
室的门大开着，自三月份开始，该社区
联合教育局、学校等部门举办了“亲子
共读 幸福成长”图书漂流活动。“活
动中，居民给社区捐赠不少书籍，现在
社区大约有图书2000册，社区给每一
本书制作了图书漂流卡，发放给读书
人，让他们记录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
阅读心得，这些书来自居民，又回到居
民手中，每一次漂流都增加一份价值，
有一个从书中获益的人。”社区副书记
李鹃说，通过活动很能够带动居民积
极性，增加了社区读书氛围。

记者打开一本书里夹带的图书漂
流卡，卡片上专门设置了“读书心语”
栏目，一名居民写下了“多读歇后语，
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材料”的话语。据
了解，参加图书漂流的读者每人每月
限取漂流图书一册。图书漂流时间原
则上为一个月，阅读后要将书放回漂

流站，或及时传递给下一位求漂者。
“一般孩子下午放学后都会到这

里看书、写作业，可以说社区图书室白
天是大人来，下午是孩子们来。”李娟
说，不仅是图书漂流，社区图书室一定
程度上还承载托管的职能，孩子们在
父母下班前，一起学习和阅读，对培养
阅读习惯有很大帮助。

花园社区去年11月份就建起了图
书漂流室，四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
放着2000多册儿童读物，由专人负责
管理。“现在来看，这样的图书漂流室
专门面向孩子，效果要比成人图书室
的效果更好。”花园社区刘书记说。

“我们成立这个图书漂流室的目
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的好习
惯。”刘书记说，“设置图书漂流室是很
符合我们社区的实际的，我们也对这
件事十分重视，冬天自己的空调不开，
但是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图书室暖和。”

时尚电子阅读

要进更多社区

今年3月份，泰前街道广生泉社区
专门开设电子图书室，方便居民上网
看书。记者看到，电子图书室内共有
五台电脑，两名居民正在上网浏览信
息，电子图书室中央还放置着方便纸
质阅读的书桌。“这些电脑全部上网，
而且全部免费对居民开放。”社区副
书记李鹃说。

“现在居民倾向于电子阅读，我
们的服务也得跟上。”在后七里社区，
记者了解到，目前社区正筹划将社区
纸质书籍全部转化成电子读物，或者
通过电子扫码就可下载阅读全部书
籍。“这仅是一个想法，我们正积极和
高校对接，由他们帮助建设平台，希

望能实现通过电子方式增加居民阅
读量。”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网络文化需求，早在
2011年，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就印
发了泰安市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实
施方案。根据方案，2014年底前，全市
各级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村文化大院 (社区文化中
心)、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有条件的中小学、各高等
院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全部建成规
范化的、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共电
子阅览室，数字资源总量达到8TB。

花园社区是泰安较早设置图书室的社区。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广生泉社区今年3月份开设了图书漂流室。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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