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键借阅，满城书香
动动手指就能触及“诗与远方”

“全新平台上线了！线上选择的新书更
多了，送书更快了，还不用考虑图书馆的远
近。在杭州，阅读幸福指数真是飙升呀！”杭
州李先生说。

2021 年 8 月起，杭州图书馆在每个月
的 23 日推出“一键借阅”读书日活动。每到
这一天，读者只需在“一键借阅”小程序上下
单想看的书，就会有快递小哥将书免费送到
家。惠民活动推出首日，线上借阅量超
5000册，借阅人次超1000人，大受欢迎。

“一键借阅”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线上
服务一体化平台（简称“一键借阅”），以数字
赋能为手段，“云”集市、区14家公共图书馆

“线上借书”“书店借书”“数字阅读”三大服
务场景，为市民提供“服务全覆盖、共享无差
别、借还零距离”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市民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的丰
富文献和数字资源。

目前平台在线借阅的纸本文献资源超
50 万册，另有 44 万册电子书、30 万册有声
书、6000 多部视频供读者免费使用。2022
年1—5月，“一键借阅”平台新增用户4.8万
人，借还文献7.5万册，数字资源访问量36.3
万次。

“一键借阅”是杭州图书馆的一次公共
文化服务领域数字化改革实践。如此，杭州
图书馆不止打通了市区两级图书馆、书店、
物流等服务供给主体，更是利用微信、支付
宝、浙里办等多方平台，减少读者的技术壁
垒，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在统一的
平台更精准地找到想要的图书，然后一键借
阅，等书上门，尽享阅读带来的快乐。

图书馆里的“黑科技”
让盲人无障碍“阅读”和上网

盲人是否平等地享有获得知识的机会，
检验着一个图书馆、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杭州图书馆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盲人和
残障群体中实现“平等、免费、无障碍”的服
务理念？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盲文图书馆的

功效，营造无障碍、轻松、和谐的阅读氛围？
2007年6月，杭州图书馆盲文分馆在浙

江省盲人学校挂牌成立，将图书馆直接设到
盲人集中需要的地方，这在全省是首次。

盲文分馆现有视听数据库 15T，龙源期
刊视听读物 400 册，配备 24 台电脑以及有
声阅读软件、盲文点字显示器，方便在校学
生“网上冲浪”。此外，还为社会上的视障人
士和从省盲校毕业的学生提供盲文图书资
料阅读服务。

2021 年，杭州图书馆在一楼大厅新开
设无障碍阅览空间，配有台式电子助视器、
远近两用电子助视器、一键式智能阅读器、
便携式盲人阅读器、盲文点显器等新技术设
备，便于不同视力等级、不同阅读需求的视
障人士使用。无论视弱还是色盲，用上电子
助视器，就能无障碍阅读；有了盲文点显器
和读屏软件，就能自主上网⋯⋯

在第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西尔维·福尔班点赞
杭州市政府为造福盲人和视力障碍人士所
做的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措施：“我知道，杭
州图书馆最近成立了一个无障碍阅览空间，
这个视障阅览室的建立，能够造福杭州更多
的视障市民。”

周先生是一位盲人，正在使用杭州图书
馆新购入的“天使眼”设备，戴上“天使眼”，
书籍上的文字就能转化为语音。

在杭州图书馆，一系列“黑科技”的应

用，让视力障碍者无障碍触摸书香世界。
“读书，和外界交流，是盲人读者的两大

愿望。”杭州图书馆馆长刘冬说，希望能为广
大视力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的阅读空间，让更
多弱势群体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科学谋划，公平共享
以全民阅读彩绘共富底色

乡村儿童阅读与乡村振兴的未来共生
发展。为了让相对偏远学校的学生能够便
捷借阅图书，平等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为
山区孩子点亮阅读之光的“悦读快车”驶进
校园，链接乡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悦读快车——孩子们的流动图书馆”
公益项目由杭州图书馆联合通力电梯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它是一个可移动的小型图
书馆，里面安装了空调、阅览座椅及书架等
设备，馆藏达 5000 册。该项目旨在将未成
年人喜爱的图书和活动送到相对偏远的乡
村学校、民工子弟学校，让那里的师生能够
便捷地获取图书资源，享受阅读乐趣。自
2016 年以来，已开展近百场“送书上门”服
务，学生凭市民卡可借阅图书，还书时可以
将图书直接还到离自己最近的还书点，深受
小读者欢迎。

在古籍查阅方面，杭州图书馆则通过全
民阅读活动和馆藏古籍数字化进行推广，让
珍贵典籍文献“活起来”。2021 年，杭州图

书馆馆藏古籍数据库总计已发布354部，涵
盖稿本、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套印本等诸
多特色馆藏。所有发布资源可实现全文阅
读、卷目索引等，既可实现古籍资源的保护，
又能方便读者使用。

为进一步解决区县基层服务力不均等
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资源公平共享，体
现阅读公平，当下杭州图书馆正在谋篇布局。

今年 3 月，杭州图书馆合唱艺术中心
“领航少年合唱团”项目与浙江省新家庭发
展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旨在通过艺术培训、
公益项目开发跨界互通的形式，为公益慈善
领域建设和社会问题有效解决提供支持。
目前已完成“领航少年合唱团”的课程建设
方案，组建乡村音乐教师指挥师资班，通过
网络授课为主、专家实地传授为辅进行合唱
指挥师资培训，推广乡村音乐教育。

“下一步，杭州图书馆将联合杭州市图
书馆事业基金会和杭州各区、县（市）图书
馆，建设‘即刻抵达、触手可及’的杭州邻里
图书馆。”馆长刘冬介绍，通过专业统筹、社
会化运作和公益力量参与，建立服务新机
制，有效激活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末端，以
新型公共阅读服务促进全民阅读，助力杭州
市形成以杭州邻里图书馆为载体的“15 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为精神共富筑基。

今年将以上城区、西湖区为试点区域，
计划建成20家杭州邻里图书馆，扎根社区、
楼盘，贴近居民文化需求的阅读空间，为城
市带来更多可能。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模
样，走进一座图书馆，也是去感受一个城市
独特的气息。杭州图书馆正在以更现代更
多元的方式，提升市民阅读幸福指数，点燃
城市阅读热情，描绘全民共“阅”新图景。

（图片由杭州图书馆提供）

一年一度“免费看新书”福利又来了！5 月 31 日，杭州图书馆便民惠民服务

——一键借阅·书店借书更新升级，在杭城四家新华书店开启，吸引不少市民和读

者前来挑选“免费”的精神食粮。

在书店挑选图书，至柜台简单办理借阅手续，即可把书店畅销榜上的新书带

回家，费用则由图书馆买单。还书也非常便捷，前往杭州图书馆在内的区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归还即可。

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杭州图书馆主动适应数字时代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模

式，使读者从文献资源建设的终端转变为首端，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满足广大读者的借阅

需求。一键借阅·书店借书活动开启十多天，平均每天都有近1000册新书被借走。

“免费看新书”，只是杭州图书馆创新便民惠民服务的一个缩影。

与时代精神共振，引领风尚浸润心灵。当下，杭州图书馆正以平等、普惠、无

障碍的服务理念，乘着杭州“数字之都”的快车，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奔跑在精神

共富的大路上。

数字赋能公共服务

杭州图书馆：以文化公平促进精神富裕
秦正长 徐子胭 李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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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借阅 悦读快车

多元供给，文化融合

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临安将美丽城
镇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结合文化、民
风、产业特点，发挥各地资源禀赋和区位优
势，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互融合。

昌化镇位于临安西部，通过对有历史、
有底蕴、有乡愁的工业遗存地加以保护并改
造提升，坚持市民体验为导向，推动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工作。从“吃、行、游、购、
娱”等多方面加强服务短板，打造新型乡村
文化体验中心和文旅体验中心。按照“整体
规划、分步实施”原则，还原国营 8300 厂遗
址旧时风貌，提炼昌化地区的文化元素，辐
射整个临安西部，融合乡村公共活动聚集、
文化与生活方式展示、消费与休闲娱乐、特
色产业创意孵化等功能，打造临安线上市
集，使临安区现存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变身
为集文化、旅游、艺术与创意为一体的文化
新地标。该文创基地包含直播间、咖啡馆、
市集三大功能区块，为临安最大规模的线下
乡土产品展示中心、最大规模公益直播平台

以及直播培训基地。
另外，南门弄古建筑群是小城镇公共人

文服务环境综合整治成果的“代表作”。该
古建筑群经过二次修缮与改建，融入了昌化
鸡血石、昌化竹编、昌化根艺等非遗文化元
素，打造国石馆、根艺馆与竹编馆，形成“三
馆合一”格局。馆内有大量非遗文化作品近
300 件、陈列地方农事用品 100 余个，是展
示临安西部浙西民俗文化、非遗文化的重要
窗口。

文化先行，传承城市根脉

近年来，临安以积极创作文艺精品、努
力挖掘历史文化传承、深入推广普惠式公共
文化服务等举措，让市民在物质积累的过程
中实现精神富有。

过去一年，临安启动红叶指南村落景区
常态化演出，举办了“逐梦新时代 共铸新辉
煌”文艺调演；越剧戏迷擂台赛、杂技专场等
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全年共开展送戏下乡
108场，文化走亲10场，送书下乡4万余册，
组织全民阅读活动660余场。

临安是吴越国钱王文化发祥地，五代十
国吴越王钱镠奠定了吴越文化基础，赋予这
座城市沉淀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临安各
镇街结合自身特点，挖掘各地传承，在基层
群众阵地建设的基础上，实现“一镇一品”文
化特色。

例如：昌化镇投放水灯祈福平安的传
统，是记忆深处的年味；河桥镇元宵灯会踩
街、庙会祈福是千年文脉和非遗民俗；太阳
镇，起源于南宋初期，“五凤朝阳”灯舞民俗
祭祀活动更是在2012年正式列入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让文物文字“活”起来

如果说城镇建设是服务载体，那么服务
内容便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的内核。
临安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文字书籍正在以

“科技化”的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年3月以来，临安博物馆一方面做好

常态化防疫，另一方面推出了“闭馆不闭展”
和“文物云展厅”在线鉴赏馆藏文物系列活
动。20 期馆藏文物鉴赏，配合古代青铜器
专题展，推出青铜器知识普及，市民即便足

不出户也能逛遍博物馆，品鉴文物魅力。
截至目前，共推出博物馆宣传专栏 10 个，
推 送 宣 传 信 息 146 条 ，吸 引 公 众 号 观 众
84300 人次。此外，为强化博物馆社会教
育功能，丰富学生周末校外实践活动，拓展
学习临安历史文化，临安宣教部特别推出
了周末“第二课堂”“线上第二课堂”公益体
验活动。

临安图书馆也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聚焦
细分领域，发挥着自身特色。线上，漫步云
图系列、《好书遇见你》系列荐书栏目，广受
好评。推出的八大系列十八项品牌阅读活
动更是丰富了精神动力，该系列立足少儿阅
读、成人阅读、银发阅读、生活阅读等全年龄
段内容覆盖，强调阅读活动全民参与、全民
受益。

至今年5月，图书馆开展各类阅读推广
活动 325 场，读者参与 177780 人次。其中
线上活动47场，读者参与10993人次，线下
活动273场，读者参与139300人次。

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临安将继续夯
实全域文化基础，着力提升每一位市民的幸
福感、归属感，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开
启奋斗新目标。

文化赛事、民俗传承、打卡图书

馆、云游博物馆⋯⋯在临安，公共文化

服务正通过文旅融合、内外兼修、丰富

内涵等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的《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提出，突出

“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双向发力，注重

“制度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创造

性系统性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

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和旅游

发展成果，切实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落地有声。临安结合实际，积极

探索布局优化和长效运营的新模式，

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思路和模

式，以惠民为中心，大力推动公共服务

优质共享，整合资源，发挥阵地优势，

深入挖掘当地历史资源、文化底蕴、人

文特色，积极构建“线上线下”数字化

服务。在做精做细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不断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公

共文化服务。

在推陈出新的背后，是临安持续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践行利民、惠民

的真诚姿态。

聚文化之光，铸惠民之质

临安：文化赋能，打造城市服务品牌
孔 也 楼 静 俞 霞

临安区博物馆

（图片由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图片由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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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图书馆无障碍阅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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