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滕昶 通讯员 陈佳

目前，杭州市已建立 2000 多所
村（社区）图书室，但是在省图书馆、
杭州市图书馆一座难求的情况下，
杭州不少社区图书室却乏人问津，
有的常年关门。社区图书室究竟为
何遇冷？记者开展了调查走访。

不知道家门口有图书室

柳翠井巷社区的电子阅览室，
位 于 社 区 内 一 栋 高 层 住 宅 的 一
楼。下午 4 时，记者来到电子阅览
室时，却吃了个“闭门羹”。阅览室
的卷闸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贴着“正
在维修”的告示。许阿姨在这栋高
层建筑住了 3 年，她告诉记者，至今
都不知道楼下有个可以看书的阅
览室。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我也从
来没有走进去过。”许阿姨说，自己
已经退休了，闲下来喜欢看书，甚至
会去书摊买一些便宜的书来看。“如
果这个阅览室能早日开门，那对我
们来说真是太方便了。”不过许阿姨
也认为，社区阅览室的招牌应该再
显眼些，社区也该多做宣传。“从来
没人告诉我，楼下就有个可以看书
的地方。”

阅览室的背后，则是柳翠井巷
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社区正打算对电子阅览室进行
装修，因此刚刚在前段时间关闭了
阅览室。“对于从杭州图书馆借来的
书，居民依然可以在咱们社区服务
中心还。”社区工作人员说。电子阅
览室何时能够重新开门迎客？社区
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只是表示
一旦装修完成，会尽快开放。

地方难找，开放时间有限

在蔡官巷 35 号清波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的 3 楼，隐藏着一个面积
近 60 平方米的社区图书室。说它
藏着，是因为社区服务中心外面，并
没有明显的标识。只有穿过一楼的
社区服务中心大厅，再爬上狭窄的
楼梯，才能抵达图书室。

图书管理员侯宝兰，是已退休
的社区工作人员。每天早上 9 时，
侯宝兰准时来到图书室开门，打扫
卫生，整理报刊和书籍。相对于街
道的其他 4 个社区，清波门社区由
于和街道实现了图书室资源共享，
显 得 比 较 幸 运 。“ 街 道 每 年 会 拨
10000 元左右的经费，用来采购各
类书籍，还会订阅几十种报刊、杂
志。”侯宝兰说。在她的身后，是塞
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图书室里，书
架填满了两面墙，就连图书室里的
三根承重柱上，也围着一圈书架。
图书室有三扇朝南的窗户，采光很
好，可以容纳 20 人左右，整体环境
虽然朴素，却很舒适。

“咱们这儿虽比不了区里、市里
的图书馆，但是也有 4000 多本藏书

了！”侯宝兰说，居民如果想借书，只需
在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即可。“来这儿
看书、借书的人并不多，主要还是老
年人居多。”侯宝兰说。记者在借阅
登记本上看到，图书室每周大概能借
出5至10本书。“不过会来看书、借书
的年轻人真不多。”

家住大木桥社区的张冬玲是个
“书迷”。尽管常在图书馆借书，但
是她从来没去过家对面的大木桥社
区图书室。“一方面觉得社区图书室
的书肯定比较少，另一方面等我下
班了，社区图书室也已经关门了。”
记者走访杭州市区多家社区图书室
发现，图书室的开门时间一般为上
午9时，关门时间在下午4时30分至
5 时 30 分之间。几家图书室的负责
人都表示，目前社区图书室的主要
使用者，以社区里的退休老人为主。

如何激活社区图书室？

杭图文献借阅中心主任周宇麒
告诉记者，今年1月到10月，杭图本
馆 的 借 阅 量 达 到 285 万 册 ，这 是
2011年一整年的借阅量。

一方面，杭州市民的借书量正
稳步增加，另一方面一些社区图书

室利用率较低、甚至沦为杭州市图
书馆的还书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杭图曾向市政府提交了
一份关于更好运营基层图书馆的建
议，包括建议市政府统一拨款提高
人均每年的购书经费、建议每个社
区图书馆配备专职人员、建议各区
图书馆统一调配街道、社区图书馆
书籍资源。

目前，“各区图书馆统一调配街
道、社区图书馆书籍资源”已经基本
实现，杭州市主城区每年人均购书
经费也达到5.47元。但是针对每个
社区图书室配备专职人员这一建议
的实现，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周宇麒介绍，每一级图书馆、图书
室的支出来自同级政府，社区、村级图
书室，并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持。特别
是经济基础薄弱的社区，很难调配专
人对基层图书室进行管理，因此，目
前的基层图书室管理员基本由文化
员兼任，或由退休人员进行管理。

“一些社区图书室，因为没有实
现专人管理，存在关关停停的现
象，”拱墅区图书馆馆长叶艳萍说，

“居民去了几次，都是关门的，以后
就不会再去了。”

为此，拱墅区图书馆会专门对
社区图书室进行考核。根据相关评
审标准，示范村的图书室每周开放
时间不能低于 48 小时。在叶艳萍
看来，送活动下社区，不失为一种激
活社区图书室的好办法。为此，拱
墅区图书馆经常将文化沙龙、讲座
等，下放到社区图书室。“有了活动，
图书室自然就有人气。”叶艳萍说。

此外，如何更合理的布局社区
图书室，也成为管理者当下需考虑
的问题。叶艳萍告诉记者，过去，拱
墅区要求每个社区都要开设图书
室。但是根据实情，一些社区由于
本身就离区图书馆、街道图书馆较
近，当地居民完全可以去大型图书
馆借阅。因此，现在拱墅区已经不
再硬性要求这些社区开设图书室。

省市图书馆一座难求，身边的“书房”却门庭冷落

社区图书室缘何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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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波街道社区图书室拥有藏书清波街道社区图书室拥有藏书40004000多册多册。。

本报讯 （通讯员 傅立韵 石红
星 记者 张帆）“胡爷爷好！”一个
标准有力的敬礼，国家电网慈溪市
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宁波
市道德模范钱海军，紧紧握住了 93
岁退休老军人胡明熙的手。

12 月 2 日，慈溪供电公司钱海
军志愿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关爱空巢
老人“暖心”行动。首批 10 户慈溪
城区空巢老人被该公司的志愿者们
认领结对。志愿者们将经常上门陪
老人聊天，并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
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并承诺爱心行
动将一直持续下去。

据慈溪市民政局统计，慈溪现
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22.45 万人，
占当地总人口的21.54%，其中70周
岁以上、子女不在慈溪当地生活的
老人约有4000户。

11 月，该公司通过微博、微信、
报纸等渠道加上现场走访社区了
解，在慈溪城区 10 个共建社区找到
98 户空巢老人。“暖心”工作组向公
司内部和社会招募志愿者，与空巢
老人结对，目前已有 30 个志愿者报
名。慈溪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李广
元说：“开展‘暖心’行动，有助于提
高年轻员工的服务意识。”

公司员工周海珍选择与88岁的
朱桂芬老人结对，他说：“朱奶奶住
得离我们比较近，我会带着孩子们
周末一起去她家，给孩子树立一个
榜样，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关爱老年
人。”

钱海军告诉志愿者：“志愿服务
不是作秀，也不能三分钟热度，志愿
服务是种热爱，需要坚持。我已经
做了15年，还会继续下去。”

慈溪供电与空巢老人志愿结对

暖心行动驱寒潮

12月4日，位于余杭区的杭州深潭水产专业合作社里，员工在晾晒首批7500公斤
的青鱼干。加工完成后的青鱼干将投放杭州、上海的新年市场。本报记者 吴元峰 摄

本报温岭 12 月 4 日电 （记者
斯信忠 市委报道组 吴敏力 通讯
员 江文辉） 今天上午，温岭市组织
公安边防大队、水利、交通港航等
26 个职能部门精干力量，对礁山港
海洋环境污染，开展违法排污、截污
纳管等“十大”专项整治行动。

礁山港位于温岭市东部沿海松

门镇辖区，港区面积 600 万平方米，
是国家二级渔港，也是温岭市主要
渔需物资补给和水产品装卸交易基
地。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于东
海涂围垦工程原因，影响了港水的
流通，加上该港长期未疏浚，造成港
区内淤泥堆积严重，渔港航道狭窄，
海域水质下降。

温岭：部门联动海上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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