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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冲击如潮，书店图书馆如何应对

开开门门卖卖““文文化化””留留住住爱爱书书人人

免费电子书随时看

难得静下心品书香

24日，在泰山区图书馆，工作人
员刘军介绍，“从我们的读者群体上
看，来图书馆的以学生和老年读者
居多，像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很少
到图书馆里来看书。”三十岁上下的
年轻人拥有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
获取信息的方式比较多样，信息量
也变较大，对图书的需要相对较小。

花园社区书记刘女士则认为，
中青年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很
少有时间进行深阅读，而老年人视
力等身体条件下降，很多人连大字
都未必看清，更别说书上的小字，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周一到周五都
得工作，周六有时候还得加班，好不
容易有个周末，就想忙忙自己平时
耽误下的事，留给读书的时间确实
不多了，而且现在一些图书可能还
不合中老年人的胃口，以前看的杂
志，现在文风都变了，根本看不下
去。”

“我喜欢读小说，以前上中学期
间经常买小说和漫画看，上大学后宿
舍允许上网，我就转变用电脑了，有
时候还把小说下到手机看，都很方
便。”泰山学院大三学生小刘说，电子
阅读已经成为他阅读的主要手段，不
光是他这样，他的同学也都一样。

“毕业之后，除了买了一些和工
作有关的书籍，还真是没有买过书。”
张霞2011年从山东建筑大学毕业后，
一直从事资料员的工作，虽然天天跟
白纸黑字打交道，但是都是一些工程
资料，她直言没有一次真正的深阅
读，“我的阅读主要还是通过网络、手
机，应该说现在大家的阅读量都是比
以前大的，但是就像专家说的那样，
大部分的阅读都是碎片化的阅读，网
上很多都是标题党，现在很多人都是
光看标题不看正文，我觉得有时间还
是应该沉下心来，慢慢地读一本好
书、一篇好文章。”

24小时书店不打烊

书城打造文化吧

为吸引读者，重振图书市场，不
少书店走上了创新转型道路，2015

年泰城东岳大街有两家大型书店相
继开张，24小时不打烊的文友书店，
吸引到不少读者。

在东岳大街文友书店内，记者
看到各类书籍被摆放得整整齐齐，
各书架旁边都有长条板凳，方便顾
客随时坐下来阅读，书店角落里还
有水吧，提供座椅和饮品。“我们店
并非单纯卖书，我们推出的是服务
销售的是感觉，营造出优良的读书
环境来提升顾客体验，这是传统书
店不能比的。”文友书店经理焦海蓉
介绍，3月份开始，他们还推出了24

小时服务，书店24小时不打烊，为泰
城首家。“我们就是要为喜欢晚上读
书的市民点亮一盏明灯。”

“当前图书市场确实不太景气，
文 友 书 店 经 营
成 功 靠 的 是 创

新。”焦海蓉介绍，除了这一家店，在
全市有20多家校内店，这些校内店
通过创新经营模式，联合学校阅览
室，年利润也比较可观。“下一步我
们将把图书销售和文化活动联合起
来，推动图书市场新的增长点。”

26日，在新华书店泰山书城的
五楼，正在举行一场才艺表演，来自
泰师附校的李振烁小朋友带来了词
朗诵《水调歌头》，本来还在购书的
家长和小朋友纷纷驻足，欣赏表演。
在表演完节目后，主持人将一本书
赠予李振烁，并鼓励台下的小朋友
在下期舞台表演时踊跃报名。

“近几年，我们跳出原来只卖书
的传统思维，打造文化项目，推出了
书吧、儿童绘本讲堂等活动，打造浓
厚的文化气息，推动全民阅读，让市
民们重新回到书店里。”新华书店工
作人员程合良说。

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数字化阅读方式让不少市民远离纸质书籍。如
何留住读者，吸引更多人阅读，书店和图书馆都在做全新的尝试。

本报记者 侯峰 陈新

图书馆要进什么书

请读者点单

“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图书馆开始
出现超员的现象，尤其是在寒暑假和周
末，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泰山区图书馆
工作人员刘军介绍，为了吸引读者到图
书馆读书，图书馆管理者采取了大量优
化服务和亲近读者的活动。

2014年，泰山区开展了“您选书·我
买单”活动，符合条件的读者可将书目
信息(ISBN号)告知泰山区图书馆，泰山
区图书馆将在一周内整理上架，并及
时为读者反馈信息。

“这也是我们积极服务读者，推动
全民阅读的一项举措。”刘军介绍，以
往是图书馆买什么读者就看什么，我

们这次活动是读者喜欢看什么，我们
就买什么。”据了解，活动就是请读者
选书，由政府买单。凡持有泰山区图书
馆借阅证的读者，将所借图书全部归
还后即可参与活动；对不持有借阅证
的市民，需在泰山区图书馆办理借阅
证后才能参与活动。

“泰山区图书馆早在2011年就实现
了免费开放，读者办理借阅证只需要
交押金。”刘军介绍，泰山区图书馆自
2009年成立以来，虽然全民阅读量在下
降，但是图书馆读者能够实现人数的
增长，与出色的硬件软件和良好的环
境氛围分不开。

建好一个图书室

就得让它活起来

“根据我们前期的走访调研，发现
在泰安各个县市区的乡村小学，有一些
小学没有建立图书阅览室，有的学校图
书阅览室里图书数量少、书籍陈旧、不
适合小学生阅读等等。”小荷公益志愿
者贾利说，针对这些实际情况，从2013

年期，小荷公益策划实施了“爱悦读”图
书项目，“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共为23所
小学建立了图书室，还为一个农村建立
了书屋。”

据了解，“爱悦读”图书项目的目的
就是让乡村小学的孩子们看到更多适
合他们阅读的图书，爱读书，读好书。同
时，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积极参
与到图书项目中来，通过捐赠图书、援
建图书阅览室等形式，奉献爱心。而项
目的口号就是“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读书的快乐”。

“为了保证图书室都能得到利用，
我们还要定期回访，并开展了一系列的
配套公益活动，比如图书陪我过暑假、
图书陪我过周末、图书陪我过寒假、阅
读心得大赛、公益集市图书捐赠活动
等，保证利用率。”贾利说。

据了解，图书的来源上主要通过向
社会募捐八成新以上适合孩子们阅读的
图书；通过公益集市、公益产品爱心义卖
等活动将义卖的善款用于购买新书；通
过整体捐助、援建图书阅览室等方式募
集图书。志愿者将劝募到的图书进行统
一收集、整理、消毒、打包，运送到各个前
期走访的需要图书的学校，配合学校将
图书上架，并指导学校完善各种图书管
理借阅制度，监督学校建立并执行图书
阅读常态机制，与学校签订捐赠协议，确
保学校充分管理、利用好图书。

相关链接

23日是“世界读书日”，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在北京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国民人均纸
质书阅读量为4 . 56本，比2013年减少0 . 21本，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图书阅读率，超4成成年
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

泰山书城通过打造文化节目，吸引市民回归书店。本报记者 侯峰 摄 小朋友在书店看书。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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