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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阅览室，年轻人不愿来
工作人员打电话叫他们来看，他们都不来
文/图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杨淑君

城区很多社区都有自己的藏书，部分社区
还建了“社区阅览室”。可阅览室的利用率却不
乐观。读者多数是中老年人，社区工作人员给年
轻人打电话叫他们来看书，他们都不来。

现状】10 个社区 4 个书屋，藏书均上千册
新区办事处下辖 10 个

社区。该办事处文化站杜站
长说，2003年建社区时，各
社区都有一二百册图书。
2008 年和 2009 年，办事处
共选了 4 个社区建阅览室。
“现在，广场社区、振兴社
区、阳光社区和新世纪社区

都有了阅览室。”杜站长说，
每个社区阅览室开放时，办
事处和上级部门都给了
1000册图书。而剩余社区虽
然没有专设阅览室，但藏书
都在 200 册到 500 册之间。
“2010 年，办事处还有至少
两个新建书屋的名额。”

新区办事处广场社区
的图书管理员刘博说，有人
来看书时，阅览室才开门。
平时都是社区的会议室。室
内靠一侧墙壁处有 4 个书
架，放着满满的书籍、杂志
和光盘。书籍多是些种植养
殖等科普类的，还有法律维

权、名著、育儿、养生之类的
书，杂志是些老干部之家
等。

振兴社区主任张福禄
说，因社区财力有限，图书
更新少，更新慢，而各个社
区阅览室藏书种类、书目差
不多。

尴尬】读者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叫也叫不来
18 日上午 10 时许，广

场社区阅览室管理员刘博
带记者来到社区阅览室，4
个书架上摆满了书，还有两
捆书没拆封，一个大会议桌
周围有十多把椅子。三位社
区居民在读书，室内开着空
调，桌子上中间还放着装饰
花。居民说，“读书环境很不

错。”
刘博说，2003年建社区

时就有这个阅览室，2008年
阅览室逐渐规范化。现在图
书室有1000多册书。来阅览
室的多数是中老年人，周末
过来的多。

柳园办事处龙山社区
的办公室主任许庆红说，社

区里有 200 多本书，都是几
年前买的，没有专门的阅览
室，倒是有一个电子阅览
室。电子阅览室里有 30 多
台电脑，上面是远程教育的
内容，涉及理财致富、营养
菜谱、计划生育知识等很多
内容。“我们每月定期开放
两次。”

龙山社区下辖六个村
和一个居委会，既有农村居
民又有城市居民。“我们开
放时，就通知村委会和居委
会，他们会带居民来。”她
说，来的还都是些中老年
人，年轻人不来。“我们给年
轻人打电话，他们都不来。”

原因】图书又少又旧，年轻人更喜欢上网
广场社区66岁的退休

老人李先生说，他们那个年
代的人都习惯读书看报。社
区建有老年人活动中心，他
常和一些退休老人去锻炼
身体、听戏，有时自己也登
台。到社区阅览室读书只是
他去社区活动的一部分，

“我更喜欢看看报纸，了解
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儿。”

市民杜先生说，社区阅
览室的书籍更新慢、书目
少，实在提不起兴致去看。
“再说我们每天白天忙着上
班，周末休息、逛街，用来读
书的时间非常有限。”

古楼办事处的林先生
说，“我可以从电视、网络上
获取知识；想娱乐也可以看
电视综艺节目或上网玩游
戏。想看什么书，只要从网上
下载，手机、电脑上都能看。”
林先生感觉，手机这种随身
阅读设备比书方便很多。

“手捧书卷看书，已经距离
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龙山社区学府花园的陈

女士说，想做一道新菜，根本
不用查阅书籍，直接上网查
询，做菜的步骤都用文字和
图片表现出来，“这比去社区
查阅书籍方便多了。”社区阅览室来的多是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