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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来，永兴县以“全民阅
读让永兴县更文明”为主题，积极探
索“书香之县”建设新模式，成功打
造了“免费休闲读书吧”模式，在社
区、农村、学校、办事大厅、机关单
位、企业等范围内科学布点，设立了
六大类读书吧。读书吧悬挂统一标
识，配备舒适的桌椅、空调、电脑、
笔墨纸砚和读者留言板。目前，全县
已建成公众、县直机关、学校、乡镇
机关、农村、企事业单位六类 600 多
家免费休闲读书吧，每个读书吧都有
志愿者管理员，其中县城 200 家，乡
村 400余家，实现了读书吧全覆盖。

平台搭建了，如何让读书成为自
觉？永兴在读书吧的生命力、吸引力上
做足了文章。

要让读书吧有生命力，就不能搞
一阵风。永兴坚持“谁建设，谁管
理”的原则，进行分类管理。每家公
共读书吧配备两名专职管理人员，坚

持每天 10 点至 21 点开放；办事大厅
和单位专业读书吧则由本单位安排志
愿者负责管理；农村读书吧管理员采
取专职或兼职的方式，从有一定文化
水平和管理能力、热心公益事业的退
职村干部和退休教师中选配；学校读
书吧则实行学生自主管理为主、教师
带管为辅的管理模式。同时强化经费
保障机制，县财政为公众读书吧购置
了 80 万册图书，每年还为每家读书吧
预算 1 万元图书费，为每个管理员每
月发放补助 400 元；县财政补助给乡
村的文化经费，优先用于农村读书吧
购置图书；其他类型的读书吧，则由
责 任 单 位 每 年 保 证 5000 元 以 上 经
费。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在全县开展
图书捐赠、漂流活动，去年以来，北
京三联书店、深圳爱阅公益基金会、
香港“阅读·梦飞翔”文化关怀基金等
为永兴读书吧捐赠了 20万册图书。

书吧如何增强吸引力？永兴首先

培 育 全 民 阅 读 “ 点 灯 人 ”， 把 全 县
5000 名 教 师 、 700 名 书 吧 管 理 员 、
900 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作为推广
全民阅读的生力军进行培训，从中遴
选 2000 人着力培育为全民阅读“点灯
人”；以“免费休闲读书吧”为主阵地，利
用节假日、世界读书日等时间节点，开
展亲子阅读、灯谜竞猜、汉字听写、成语
接龙、好书分享、故事宣讲、演讲比赛、
阅读汇演等阅读文化活动。同时，将读
书活动与“银都论坛”“天秀阁大讲堂”

“百人宣讲团”活动相结合，以讲带学，
衍生出各类特色鲜明的小讲坛，使党的
创新理论、农村环卫、文明礼仪、科技文
化知识深入人心；开展“小手拉小手”和

“小手拉大手”阅读活动，即由小孩自发
组织同龄人的“结队”阅读和孩子带着
长辈一起来的“亲子”阅读，既为孩子们
提供相互学习、休闲学习的平台，又把
父母从麻将桌拉到书吧桌，净化了社
会风气，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开

展“天天读·月月谈”读书心得评比活
动、“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百强县建
设”调研征文活动，以及知识竞赛、
沙龙讨论、知识讲座等，切实丰富读
书活动，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综合素
质。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读书交流
活动 300 余场次，收集到读书心得
2000 余篇、调研文章 700 余篇。仅县
城里的 200 多个读书吧每天接待读者
6200 余人次，到读书吧读书成为众多
市民的休闲选择，全县形成浓厚的读
书学习之风，为提升全县的文化软实
力、创建全国全民阅读示范县积累了
经验和做法，书吧建设工作也被作为
湖南省宣传思想工作和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创新案例广泛推介。全民阅读项
目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教育创新奖，
全国 49 所“阅读改变中国”获奖学校
就有 2 所来自永兴县。“免费休闲读书
吧”正成为永兴城市文化名片，成为
永兴在全国的一个重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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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兴县被誉为“中国银都”，自2013年以来，全县建设了600多家免费休闲

读书吧，出现了“书香永兴”现象。2014年，该县又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联合开展创建“全民阅读示范县”活动，并对创建全民阅读示范县标准体系、

评估办法进行了系统研究，起草了《永兴县创建全国全民阅读示范县评估标准体

系》。如今，“免费休闲读书吧”已成为永兴的又一张名片。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标志着全民阅读工作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

部署；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对进一步

开展全民阅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 等中央文件多次对全民阅读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民阅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书香

城市的培育与建设，将为城市文化腾飞带来不竭动力。作为湖南

省经济十强县、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县的永兴县，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打造“中国银都”的同时，建设文化强

县，以“免费休闲读书吧”为轴心开展全民阅读工作，推进“书

香之县”建设。

“书香城市”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永

兴县通过创建全民阅读示范县，进一步明晰“书香之县”建设的

思路与导向，厘清“书香之县”为何建、如何建，建到什么程度等问

题，并带动全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同时

借助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平台，聚合全民阅读资源力量，建设全民

阅读服务队伍，开发全民阅读服务方式，打造全民阅读活动品牌，

推动全民阅读从“活动层面”向“工程、事业”转化，从“浅层设置”向

“科学规划”转化，从“模糊定性”向“科学评价”转化，从“政府主导”

向“全民参与”转化，推动永兴县全民阅读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

的文明与幸福“典范之城”。

全民阅读 全民参与
刘 麟

“书是咸的，翻开才知道它是大
海；书是甜的，翻开才知道它是果
实。”在永兴教师新村免费休闲读书吧
的留言墙，记者看到一位曹姓孩子的
读书留言。而在书墙下的座椅、沙发
上，47 位孩子正在读着各自喜爱的
书。书墙上方悬挂着“书吧故事会·故
事妈妈讲故事”的大红横幅，孩子们
说，这是暑期读书吧搞的活动，“当时
天天好多人来呢！”

今年暑假，永兴县的很多孩子选
择在“免费休闲读书吧”浸染油墨书
香，尽情追求精神层面的乐趣。

凤凰岭路“大众读书吧”管理员
告诉记者，暑假期间，来书吧的小读
者每天都是摩肩接踵，接待总人数达
几千人次，高峰时 30 平方米的阅读区
挤进 100多位读者。

说起自己去过的读书吧，市民们
如数家珍：县委综合楼读书吧、人民
医院读书吧、文昌中学师生读书吧、
凤凰岭大众读书吧、检察院读书吧、
教师新村读书吧、莱宝商贸城读书
吧、粮贸街社区读书吧、青少年宫读
书吧⋯⋯全是免费开放！

永兴的免费休闲读书吧不拘于形
式，但注重实际功能。大的书吧——
教师新村的免费读书吧，投资 60 多万
元，建筑面积 190 多平方米，大开间
的平面设计，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
科学合理的布局，简洁的装修风格，
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学习
环境；小的书吧——便江镇便民服务
中心的读书吧，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
总投资不过 5 万元，1200 余册藏书囊
括政治、经济、法律、生活、史志、
文化、教育等多个类别，可满足不同
年龄知识层人士的阅读需求，小小的
读书吧俨然成了大众的休憩站。

乡村读书吧似繁星点点：各乡镇
机关将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乾坤大挪
移，搬进政务服务大厅，方便办事群
众看书学习，衍生出读书吧；农家书
屋将重心下移，走进了人员集中的村
民小组。

机关单位免费读书吧的图书管理
员没有任何报酬，既要管理好书吧，
又不能耽误做本职工作，大家常常加
班加点，却乐在其中。

曾几何时，“你吃了吗”是当地人

最流行的问候语，现如今，“你去看了
吗”已悄然成为永兴人互致问候的

“口头禅”。走，上免费读书吧看书
去！免费读书吧已成为该县各类人群
的精神家园。

走 进 永 兴 县 幸 福 家 园 社 区 读 书
吧，各种书籍摆满书架，显得恬静而
雅致，墨香扑鼻。该读书吧由住在社
区的省作家协会会员王富平筹资 7 万
元兴建。他说：“我自己喜欢读书，又
是一名老宣传工作者，还是小区业主
委员会的成员，建个书吧能让社区居
民有个休闲的去处，陶冶大家的情
操。”

“退休之后，突然觉得没事干了，
天天跟一帮老朋友打麻将，时间一长
也觉得没意思。现在就不一样了，每
天准时准点来书吧看书，跟上班一
样，一下子又充实了起来。”正在看书
的邓先生说,如今，不仅是本小区的居
民成了读书吧的常客，还有一半以上
的读者来自附近的小区。

无独有偶，设在教学楼一楼的文
昌中学师生读书吧也成了同学们最喜
欢去的地方，每班每周一节的阅读课

就把读书吧当成第一课堂。1 万多本
书，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开放式教
育，敞开式书吧，12 个小时不间断开
放给了孩子们自由汲取知识营养的
空间。

其实，吸引读者纷至沓来的不仅
仅是环境幽雅、设施完善、资料丰
富、方便休闲，开展各种读书活动也
是重要因素，还有“图书漂流”，在书
吧与书吧之间、书吧与读者之间、读
者与读者之间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
几乎在每个书吧的墙上，都挂有县城
书吧和乡村书吧两张分布图，全县百
姓只要在其中的一家书吧就可知道全
县城免费休闲书吧的位置。记者在县
城信步而行，不到 10 分钟就从一家书
吧走到了另一家书吧。

“我们建设‘免费读书吧’的初衷
就是要创造一个让广大干部群众随时
随地都能有读书学习的机会和平台，
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
汇聚建设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的正能
量。现在，县城的居民已经生活在 10
分钟读书圈里了。”永兴县委常委、县
委宣传部长曹玉春介绍道。

全民阅读工作在永兴已成为县领导的一把手工程。永兴县免
费休闲读书吧这一全新模式来源于县领导从基层调研中获得相关
信息，群众的创新思路使这一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和吸引力，同时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全新的创举。而全县以书吧
建设为中心的运作模式，既突出了工作重心，也强化了工作的落地
性、可执行性。书吧在定位上以“免费、休闲、书吧”为特色，首先以
免费为服务模式，实现了全民阅读的公共服务性和公益性特点，其
次从传统书店和图书馆以书为中心的模式，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模
式，将人们的休闲、娱乐、阅读、社交等需求相融合，体现了现代国
际书店业及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体现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
发展方向。同时，统一规划、统一工作思路、统一布局实施、统一品
牌形象、统一服务模式、统一整合资源等，充分突出了全县“免费休
闲读书吧”的定位统一性、风格统一性、形象统一性，从而使“免费
休闲读书吧”短短两年就成为全国全民阅读特色品牌。

书吧建设强调类型多样化和实用性，因地制宜，突出便民，强
调实效。创造性地根据不同单位特点，在全县分类建设了公众读
书吧、机关单位读书吧、校园读书吧、办事大厅读书吧、农家书屋读
书吧等多种模式的书吧，突出强调书吧与不同建设单位现实条件
的结合，强调书吧与当地读者需求的深度结合，同时在管理上也突
出强调功能性、实用性。例如，将农家书屋和校园书吧搬迁到人流
集中的地方，强调免费开放和夜间休闲时间开放，安置空调、饮水
机、厕所等便民设施等，求真务实精神和便民实用使书吧受到群众
的欢迎和积极参与。

书吧建设与业务工作的结合，使全民阅读工作同时成为业务
工作的推手；多渠道引进社会资金和合作伙伴，既解决了投入问
题，又引进了专业运营经验。

当然，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永兴县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中还
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可持续投入资金不足，使书吧的再投入受到限制；部分书吧存
在重建设轻维护，重数量轻质量，重硬件轻软件现象，一些书吧建
设投入不达标，管理部门又无法硬性约束，极少数书吧质量不高；
由于缺乏专业化统一管理专业运作经验和能力，全县书吧日常管
理未能建立统一管理体系；书吧管理员工作的开展，有许多需要依
靠自身的创意并组织资源，这对多数书吧管理员来说，都缺乏这方
面的能力和资源，因此开展活动难度大，创新性不足，吸引力不够，
不少书吧还处于粗放运营状态。

目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正对
全国全民阅读示范县评估标准进行系统研究，设计了全国全民
阅读示范县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全民阅读示范县评估标准，永
兴县确立了“创建全国全民阅读示范县”的具体发展目标：第一
阶段（2015—2016 年）,打造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初步形成永兴“书香之县”全国性品牌，到 2016 年末，力争使全
县居民综合阅读率达到 80%以上，图书阅读率达到 55%以上，人
均年阅读图书 5 本以上；第二阶段（2017—2018 年），将全民阅读
工作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发展，将全民阅读“永兴模式”打
造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到 2018 年末，全县居民综合阅读率达到
85%以上，图书阅读率达到 60%以上，人均年阅读图书 5.5 本以
上，让“书香永兴读书嘉年华”和“免费休闲读书吧”等全民阅读
品牌深入人心。

书香满城 以文化人

因地制宜 搭建平台

特色突出 问题犹存

永兴县长郡文昌中学免费休闲读书吧。

右图 永兴县青少年

宫免费休闲读书吧。

下图 湘阴渡镇免费

读书吧村民借阅图书。

左图 在教师新村开

展“世界读书日”阅读知识

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