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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社会合作 共筑书香天堂
“新质动力 ·文化共融”公共阅读共同体建设与发展工作交流会在杭州举行

2024年11月28-29日，一场主题为

“新质动力 · 文化共融”的公共阅读共同

体建设与发展工作交流会在杭州图书馆

举行。本次活动由杭州市图书馆协会主

办，浙江省文澜图书馆事业基金会、上海

阿法迪智能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支持单位，来自中图学会公共图书馆分

会社会合作专业组、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第十届学术委员会空间建设专业组相关

成员，全国40余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的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齐聚杭州，共

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公共阅读共同体建

设与发展的创新之策。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公共图

书馆分会主任、原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

视员刘小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张龙，公共服务处副处长

王山河，杭州市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杭州

图书馆馆长刘冬，副馆长丁晓芳，北京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公共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新，浙江图书馆原馆

长、二级研究馆员、浙江省文澜图书馆事

业基金会理事长褚树青，《图书馆报》副

社长李晓，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文化创新研

究中心主任徐建华等出席开幕式。

本次交流会采取“实践+理论”相结

合的方式，设置了现场参观、主旨报告、

经验分享、专家点评等环节，会议内容丰

富，现场气氛热烈，交流成效显著。

探讨，以共同体理念深化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理论发展

李国新、褚树青、刘冬分别以《贯彻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公共图

书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新质生产力

驱动下的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合作

与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共同体

可持续发展的“杭州实践”》为题，从顶层

设计和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驱动、社会

合作共建、杭州模式推广等角度出发，系

统介绍了“公共文化共同体”、“阅读共同

体”的理论溯源和发展现状，探讨了以政

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性导向，携手多方社

会力量的实践成果，梳理和探索了政策、

管理、运营、服务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方

向，为下一步公共文化共同体和阅读共

同体建设把脉开方。

李国新在报告中指出，“十四五”时

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开启了公共文化服务由“有没有”向

“好不好”的转变。要深化图书馆“总分

馆”建设，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通

达四方、覆盖基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如：杭州图书馆主题

分馆、邻里阅读空间的可持续运行，就具

有一定代表性；又如：深圳的政府主导型

垂直管理模式，苏州图书馆推出的“家庭

阅读卡”，济南图书馆闭馆音乐秀等，展

现了公共图书馆在不断破圈跨界融合发

展。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

“使用权”分置改革，为解决公共文化服

务条块分割、行业壁垒、资源分散的问题

提供组织保障。

褚树青作的报告认为，新质生产力

的崛起，以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特点，不仅促进文化赋能“非标化”“景区

化”商业共同体建设，推动社交体验、人

际传播和情感交流，也为图书馆服务模

式的创新与扩展提供了新机遇。在这一

背景下，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

正是对新质生产力理念的积极响应。在

跨界合作、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和技术应

用等方面，图书馆应主动吸收文旅、商业

的合作经验，进一步深化图书馆与社会

各界的融合，实现知识共享与社会创新

的并重。

2024年9月，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公共文化共同体建

设的指导意见》将“公共文化共同体”定

义为：由两个以上的主体或功能类型构

成的，以提供公益、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务

为目的，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共享，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联合体。

根植于“公共文化共同体”的社会文

化土壤和产业发展动力，杭州图书馆创

设并提出了“阅读共同体”的目标和愿

景。刘冬分享了杭州的实践经验：杭州

图书馆“阅读共同体”的构建和推进始终

在政府主导下有序进行，秉持“以读者为

中心”的理念，致力于满足市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积极响应关于国家和地

方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引领，致力

于提供品质高、内容多、形式新的公共文

化服务，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设施

建设、数字化建设等多措并举，推出了

“主题图书馆杭州模式”和“邻里阅读空

间”等品牌服务 项目，打造集合公共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城市书房、出版社、

书店、各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阅读团

体等成员单位的阅读共同体，探索出社

会力量参与阅读共同体建设发展的“杭

州实践”。

创新，建设“阅读共同体”
可持续的生动实践和创新策略

来自金陵图书馆、敦煌市图书馆、济

南市图书馆、宁波图书馆、温州市图书

馆、长春市图书馆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如何结合自身阵地优势和地方文化特

色，通过推出公益性阅读交流项目、创

新阅读推广服务模式、利用社会资源共

建、智慧平台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举措和

案例，为各地“阅读共同体”建设提供了

鲜活实践。

1.金陵图书馆：公益互助模式
与伊宁图书馆携手共建，开展文献

资源共享、馆员队伍互通、阅读推广共

建、地方文化共享，以少儿阅读为突破

口，给伊宁的小朋友们推荐一本书，讲述

南京的人文名片，让书香从长三角飘香

边疆大地，弥合地域壁垒和文化鸿沟，实

现公共文化共同体的普惠性价值。

2.济南市图书馆：全民悦读模式
构建开源式阅读推广创新模式，取

济南“泉城”之名，将“全民阅读”引申为

“泉民悦读”。依托馆舍空间资源和特色

文献资源，推出全国首个阅读迷宫、“闭

馆音悦汇”、实体解谜书、沉浸式典籍展

演、图书馆市民夜校等，深化打造场景式

的阅读体验。

3.敦煌市图书馆：文化厚植模式
距离杭州三千多公里的敦煌市图书

馆，兼顾其边陲小城的地理位置和独特

历史文化遗存的特点，创新开设了“敦煌

文化百家讲坛”，举办“书说敦煌”读写

分享、边塞诗文经典诵读活动等，传承

弘扬敦煌文化。让古老而神秘的大漠

之风吹至烟雨江南，追溯千年文脉，寻

觅诗和远方。

4.温州市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跨
界共建模式

温州市图书馆推进地区全民阅读一

体化、主题式、联动型发展，搭建社会化

治理桥梁，以“社会荐书员”“小小荐书

官”等，积极吸纳读者自发参与图书馆

服务与管理。长春市图书馆通过协作

机构、志愿服务、专家学者、市民读者等

多元化的社会化协作，搭建公共阅读

“朋友圈”。

5.宁波图书馆：复合空间模式
其“天一书房”打造以“慢生活”为理

念的复合式公共阅读空间，发挥文化产

品物质生产、社交扶持和人际传播、休闲

阅读和文化生活、群体认同和情感归属

等场景性和功能性的协调。

交流，共谋“阅读共同体”
未来新发展

通过参观杭州图书馆南宋美学分

馆、上城区宋韵中医文化书房 ·邻里阅读

空间、滨江网易蜗牛读书馆和晶都社

区 · 邻里阅读空间等新型公共阅读空

间，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杭州图书馆在打

造“主题图书馆杭州模式”和“邻里阅读

空间”等品牌服务项目方面建设的成功

经验，也感受到杭州这座城市浓郁的书

香氛围。

此次工作交流会的举办，为各地图

书馆搭建了一个思想碰撞、智慧交汇的

平台，既丰富了“阅读共同体”的理论和

实践体系，也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为促

进新时代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

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图书馆人的智

慧和力量。

（李镜媛 孔嘉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机制。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

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面临的

新机遇和新要求。近年来，以公共图书

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向基层延

伸拓展，如杭州地区的杭州图书馆主题

分馆、邻里阅读空间，为满足公众精神文

化需求和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空间载

体，取得了明显成效。当下，亟需运营模

式、工作策略的探讨研究，为未来可持续

发展赋能蓄力。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李国新作主旨报告

▲浙江图书馆原馆长、二级研究馆员、浙江省文澜图

书馆事业基金会理事长褚树青作主旨报告

▲杭州市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杭州图书馆馆长刘冬

作主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