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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

“美好生活，潮来问计”大型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精神比物质更能让人

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精神生活的满足，需要身边有充沛的阅读

和学习资源。如何将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到群众

身边？如何让更多人享受到书香？代表委员们

畅所欲言。

手边有触手可及的书籍，区域内有高水平的

文化供给，时时可徜徉于图书馆、博物馆、演艺场

所等公共文化场所⋯⋯这是省政协委员、杭州国

家版本馆副馆长邬平福眼中的美好生活。

从潮新闻·钱江晚报“美好生活，潮来问计”大

型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

与定义更偏向精神层面，超六成的浙江人认为精

神比物质更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美好。“13.73%

的人认为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最能体现美好生

活需要”，调查结果中的这一数据令邬平福尤为

印象深刻：开放一年多来，位于良渚的杭州国家

版本馆“一票难求”的盛况，正是这段数据最生

动的注解。

自开馆以来，杭州国家版本馆就成了自带流

量的超级大“网红”。“杭州国家版本馆累计接待游

客78万人次，平均每日人流量达2000人⋯⋯”邬

平福说，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场馆的

火热，体现的是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也是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

交谈间，邬平福的思绪不觉回至2023年下半

年，杭州国家版本馆举办的一场名为“版印江南

——中国版画版刻版本大展”上。这场原本以为

只是版画专业人士喜欢的“小众”展览，收到的效

果却大大出乎了版本馆工作人员的预料。“展出五

六个月竟然吸引了 10 万人次观展！”回忆起几个

月前的展览场面，邬平福仍难掩激动。

中华版本浩如烟海，版本馆承担着中华文明

种子基因库和版本资源异地灾备中心的重任。在

邬平福看来，版本馆拥有丰厚的典籍版本资源，如

何将“藏”化为“用”，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这些承

载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容，是当下的重要课题。

“开馆以来，我们先后更新迭代14个展览，同

一展览的展出内容也进行了及时更迭，让观众每

一次到馆都能有新收获、新体验。”邬平福说，杭州

国家版本馆还通过开发文创产品、有声读物等形

式，对馆内藏品进行深度开发；同时，馆内还定期

开展文润讲座、文润讲坛，与浙江多地合作，开展

文润阅读室，送书籍、展览下乡。2024年，杭州国

家版本馆计划在浙江新增 4~6 个文润阅读室，并

逐渐覆盖全省 11 个地市，让文化的力量传得更

远，流得更深。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浸润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中，远眺未来，我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也正在变为现实。”邬平福说。

本报记者 黄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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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图书与读者“双向奔

赴”？如何让古籍生动地在游客面

前“活”起来？

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不光要让

读者走进图书馆，也要让图书馆走

近读者。推广以“和合 e 书吧”为代

表的纸电一体借阅微设施，便是让

图书“主动”走向读者的方式之一。

“和合 e 书吧”就像快递柜一

样，每个柜子可以容纳百余本纸质

图书和 10 余万本电子书，市民可以

像取快递一样借还，还能预约借书

投递到附近书吧。作为台州市图

书馆推出的纸电一体借阅微设施，

“和合 e 书吧”解决了公共空间占地

等问题，推广成本较低，可以分布

在地铁、居民小区等地点，仅需一

面墙的场地就可以 24 小时借还纸

质书和电子书，做到对台州市图书

馆百万级藏量图书资源的预约投

递借还。

“和合e书吧”自2021年在台州

市妇女儿童医院试点设立后，已被

推广到台州的医院、轨道交通等 30

余处。去年 8 月，台州市域铁路沿

线 15 个站点“和合 e 书吧”开放运

营，成为全国首个城市轨道交通阅

读设施全覆盖案例。

纸电一体借阅微设施是延伸

图书馆服务的又一创新，像宁波图

书馆的“天一约书”服务、杭州的地

铁书房·悦享馆，都在丰富读者的

阅读体验。我希望，通过推广纸电

一体借阅微设施，补齐城乡公共基

础服务设施短板，将公共阅读网络

延伸至基层末梢。建议由政府主

导，将纸电一体借阅微设施纳入财

政支持和政策扶持范围，同时引入

社会力量，采用“政府主导+公共图

书馆助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

合作建设模式，为项目成功实施提

供多方位保障。

在选址上，建议将这些微设施

规划布局在各公共场所，如医院、

商超、轨道交通站点等人流量大的

地方。将公共文化服务下沉至群

众身边，让阅读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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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电一体借阅微设施让图书

馆走近读者，书香社会的建设也要

将更多的人带入博物馆，通过潜移

默化的方式在游客心中种下“文化

自信”的种子，博物馆也根据游客

的需求不断改进服务。

在天一阁的工作满足了我对

于古籍的欲望和好奇心，这对我来

说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实现自我

的一个过程。

在天一阁工作的 7 年间，我的

工作从最初单一的讲解，逐渐升级

为多模式的讲解。我会设身处地

带入游客的身份，尽量满足游客的

好奇心。出于文保需求，天一阁二

楼无法进入，库房也不能游览。我

的手机中有专门命名为“工作”的

相册，讲解时可以随时向游客展示

二楼书籍如何摆放、修书师傅如何

修复书籍等场景⋯⋯像这样，画面

加语言才能让游客印象更深刻、理

解更透彻。

现在来天一阁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游客对讲解服务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这意味着游客对文化的

重视程度及文化自信都在提高。

从古到今、从老到幼、从旅游到日

常，我们通过讲解工作将“书香”蔓

延开去。建议可以运用数字化的

方式赋能博物馆讲解，让多元受众

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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