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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馆店合作”，依托书店，可以实现公共阅读设施快速布局，是一条共建共享

的快速发展之路

□ 张 雪 雷鑫雨

现年 53 岁的张兰英是江

西省宜丰县人，自幼爱好刺

绣。1991年，她拜中国著名绒

绣大师范玲娣的弟子王惠玲为

师，从此全身心投入绒绣艺术

探索与创作。她研习绒绣，在

融进中国传统乱针手法的基础

上，自创独特的拉毛法，使作品

“主人公”呈现油画、摄影般的

三维立体质感美。她精心创作

的绒绣作品宠物绣曾入选中国

国际民博会精品展，并远销欧

美等国家和地区，被作为精品

收藏。

何贱来图/文

鄂皖赣交界的湖北黄梅县是唱黄梅戏
的地方。“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样婉
转优美的唱腔，在乡间时常可以听到。这
些天，在人们的消夏纳凉中，多了一个“节
目”：听贫困户讲故事。我没有机会到场去
听脱贫攻坚“黄梅腔”，但读了几篇发言稿，
又因为曾经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
因而格外亲切。

黄梅这个地方近邻长江，在大别山下，
有山有水，湖泊相连，也算鱼米之乡。这个
县尽管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但脱贫攻坚
任务也不轻。有些村庄是贫困村，就是不
贫困的村里也有几户贫困家庭。村里人的
脱贫故事长短不同，内容有差别，之所以能
让人们感动，源自其围绕着两个字：奋斗。

脱贫攻坚是一项社会变革，党和政府下
了很大力气，社会各方面力量都在参与扶
贫。但是，这项变革归根到底要靠当地贫困
群众的努力奋斗。因此，从脱贫攻坚战中我
们看到的是互帮互助的力量，感受得到共同
富裕的制度优势，更能体会到贫困群众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夏天，黄梅县几乎
所有乡镇，每个村庄都开展了类似活动。宣
传部门因势利导，为这个活动确定了一个主
题：幸福不会从天降，自力更生奔小康。登
台讲自己的奋斗经历，给贫困户以信心；听
身边人讲奋斗故事，又感动着台下的乡亲。
这个场景同样令人感动。

贫困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有
着深刻的历史和客观原因。贫困群众不仅
经济生活困难，而且精神上缺少一种勇气
和力量。过去我们常说“人穷志短”“穷在
街边无人问”等。乡下人常说，“人穷站不
到人前去”，刻画的也是贫困群众的一种自
卑心理。我们在开展扶贫救助的同时，确
实需要从精神上进行帮扶。开展“幸福不
会从天降”这样的主题活动，就是给贫困群
众“搭台子”，让他们站在台上，走到人前
面，给予他们巨大的精神鼓舞。

贫困户站到台上讲啥呢？就是去讲故
事，讲他们脱贫致富的奋斗故事，讲党和政
府帮扶贫困户的故事，讲社会各方力量共
同努力奔小康的故事。贫困的原因是不同
的，有因病致贫，有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等，
但是贫困户走出贫困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奋斗拼搏，不甘人后。

奋斗这个主题贯穿着脱贫攻坚全过
程。奋斗的故事最令人感动。“幸福不会从
天降”，没有奋斗，没有贫困户自身的努力，
所有的帮扶都难以发挥作用。脱贫攻坚的
过程本身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贫困户
在社会力量帮助下与贫困做斗争的奋斗过
程，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当前，脱贫
攻坚进行到“较劲”阶段，我们一方面要总
结脱贫的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掘和弘
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
说，脱贫攻坚的过程也是在唱响奋进的歌。

最近，国务院扶贫办宣布，又有 40 个
贫困县“摘帽”退出贫困县行列。脱贫攻
坚应是一曲亿万人共同唱响的奋斗之歌，
可以说，每一个贫困县都有一部奋斗的历
史，都是一个奋斗的故事。这首奋斗的主
题歌在各地有很多特色鲜明的“版本”。
在脱贫攻坚事业正在不断取得新胜利的
时候，我们有必要传唱这种“主题歌”，继
续弘扬奋斗精神，让脱贫攻坚的实践沉淀
为奋斗文化。

北京王府井，全国最著名的步行街之
一。闷热的午后，临街各种大小店面、五湖四
海各色游客，共同渲染着大都市的繁华与喧
嚣。步行街的南口伫立着这条街的文化地标
之一——王府井新华书店。推门进去直走，
乘电梯上6层，一座面积不大但设计通透简
洁的半开放式图书馆出现在眼前。三五读者
正沉浸在各自的阅读世界中，一墙之外的繁
华与喧嚣仿佛消失一般，只剩心中的一片宁
静与清凉。

一个多月前，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王府井书店分馆开张，并推出了读者选书、图
书馆买单活动。虽然这间开在闹市区中的图
书馆还未被太多人熟悉，但不论是把图书馆
开进书店之举本身，还是“你选书、我买单”活
动的尝试，都赋予它被关注的意义。在它身
上，你可以看到经营压力之下实体书店自我
转型的探索，也可以看到图书馆和书店走到
一起，实现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
创新尝试。

图书借阅“私人定制”

“书非借 不能读也”，看到这几个字，就
知到了王府井书店图书馆。100多平方米的
空间以原木色桌椅和绿意盎然的布置为读者
营造着舒适的阅读环境。馆内目前有藏书
5000册左右，中外文学名著、理论著作、儿童
绘本等多个种类可以满足不同读者需求。图
书馆每天10时至20时开放，365天无休。

除了具备所有公共图书馆都有的借阅功
能外，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从今年7月2
日开放至今还推出了一项特色活动——读者
选书、图书馆买单。东城区第一图书馆采编
部主任王祥介绍，持有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图
书证的读者，在王府井书店一层至五层符合
一定条件范围内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不必
付款买单。只要把它拿到6层图书馆内，挑
选到的书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
读者所选之书经工作人员确认、加工后即可
借走。加工图书最快只需10分钟，还书可通
过全市300多家大小图书馆完成。

这项特色服务学名为“馆配现采”。“持证
读者每人每年可自选图书 1 次，每次可选 1
册定价在人民币60元以内的图书。若读者所
选图书与馆内现有藏书重复，且达到复本量
上限5本，图书馆将不再入藏此书。”王祥说。

在王祥看来，此举最大的受益者是读
者。将图书馆新书的采购权交给读者，让读
者以最快速度借阅到最新图书，实现图书借
阅的“私人定制”，能激发大家的阅读热情。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每月为此项活动准备
了8万元购书经费。王府井书店图书馆开张
营业一个多月时间里，日均访问量约100人
次，读者选书数量达到 1000 多册。“这个数
字和我们的预想还有一定差距，但并不影响
我们把这项活动坚持下去。”活动的直接推动
者、东城区第一图书馆馆长肖佐刚坦言。

高先生在王府井附近的写字楼上班，这
间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现在成了他午休的好
去处。不过，虽然常来，他也还不了解“读者

选书、图书馆买单”服务的具体内容。
“刚刚开张，宣传不够。”肖佐刚分析原

因，可能还有制定的条件过于“严苛”。“东城
区第一图书馆持证读者约7万人，其中活跃
读者约 3 万人，一年活动经费满足采购 3 万
到4万册图书。为了资源平均，才制定了每
人每年自选图书1次的规则。”不过，他表示，
规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大限度满
足读者需求。

探寻实体书店转型

把图书馆开进书店，虽从图书馆起头，却
离不开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热情回应。“图书馆
的确会增加图书采购量，但我们免费提供场
地，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投入和回报只能打
个平手。”王府井新华书店总经理张强说。不
过，不能只算经济账。站在实体书店寻求自
我转型的大背景下，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次张
开热情的双臂显得别有深意。

张强听前辈讲述，王府井新华书店建店
近70年，经历了3次大的升级：1950年，新华
书店北京分店购入王府井大街14号的一栋4
层楼房，王府井门市部迁入临街的一层营业；
1970年，新扩建的王府井书店落成营业，总
面积达3600平方米，为当时亚洲之最；2000
年，王府井书店重张，几经改造后，现在总面
积已达 1.7 万平方米。“这三次都是扩建，面
积一次比一次大。”

岁月流逝，王府井新华书店满载着众多

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见证了实体书店最为辉
煌的时代。不过，这些年，情况变了，电商兴
起，电子书等新产品大受青睐，伴随着知识和
信息传播、接受、利用方式多样化，实体书店
集体陷入经营困境。

见到施女士时，她正带着孩子在书店二
层选购图书。她说，现在很少特意到实体书
店买书。“这次是路过。如果在店里碰见孩子
喜欢的书，我一般会上网搜，如果价格相差不
多，可能会现场买，不然肯定选择网购。”她的
话，道出了很多读者的真实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占据着“天时地利
人和”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感受到了各种新
业态的冲击。最直接的变化是客流减少，张
强说，现在王府井步行街每年客流约1亿人
次，进店客流大约260万到280万人次，逐年
下降。“读者不进店，怎么会有消费？”

生存压力下，实体书店纷纷通过环境提
升、多元产品和服务引入等形式寻求转型升
级切入点。这次馆店同楼正是王府井新华书
店第四次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张强介绍，比
书店硬件改造更迫切的是对书店的经营内容
进行全新定位，“我们要从单一的图书综合大
卖场向文化生活空间转变”。图书馆的引入
在此时显得顺理成章，“我们希望图书馆本
身，以及依靠图书馆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能
为书店带来更多客流”。

“馆店合作”将成时尚

书店和图书馆，是图书出版后的两个阅
读服务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二者的
关系很微妙。

“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免费借阅服务是不
是冲击了书店的图书销售？”对这一问题，出
版商、销售商、图书馆各执一词，争论了几十
年。日本的相关机构甚至为此专门进行调查
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于畅销书，公共
借阅对市场销售有影响；而对于常销书，却是
公共图书馆的采购支撑着它的出版和发行。

不过，这几年，在我国书店和图书馆却越
走越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馆店合作”
在越来越多地方落地开花。

在张强看来，书店除了商业经营，本就承
担着满足百姓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在全社会
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书店和图书
馆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保障公民基本
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推动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政府主办的公共图书馆
和作为企业的书店走到一起，合作运营、发挥
各自优势，会收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公共文化怎样去滋养文化产业？怎样
去促进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又怎样去带动公
共文化服务？我认为‘馆店合作’是一个新的
思路、新的做法。”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在王
府井书店图书馆开馆之时，高度评价了“馆店
合作”模式，认为这找到了一个公共文化和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突破口。“政府的投入，通
过老百姓‘用脚投票’转移到文化企业。政府
投入改变了行政化的配置方式，企业能不能
得到这笔政府投入取决于资源是否丰富、服
务是否适应老百姓需求，这样倒逼企业转变
观念、改变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管
理运营。不论对政府还是对企业，从根本上
来说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设施体系不完善、服务能力不高、覆盖
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国家全民阅读当中的一
个短板。”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李国新认为，
像王府井这样寸土寸金之地，纵然有钱，要大
规模地建设公共阅读设施恐怕也是一件难
事。通过“馆店合作”，依托书店，可以实现公
共阅读设施快速布局，这将是一条共建共享
的快速发展之路。

左图 王府井新华书店通过硬件升级，给读者更舒适的
阅读、选购空间，实现了从单一图书综合大卖场向文化生活空
间转变。 张 雪摄

上图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王府井书店分馆今年7
月2日开放营业。 张 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