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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 珏

益，“城市书房”，在全国

普及开来，当然也有不以

“城市书房”命名的城市

书房，但是其在形式上是

一致的，即由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依托各级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

现一体化服务。

当然，新事物的发展

总会各种挑战。记者走

访了杭州多个城市书房，

在市中心或者办公区域，

人流量会相对多一些，而

且阅读氛围会好一些。

但是一些在景区或者郊

区的城市书房，要么成为

附近居民落脚的地方，要

么门可罗雀。几家欢喜

几家愁，究其原因，有一

下几点。

首先，从城市书房最

初的目的出发，逐渐需要

适应更多的需求。如何

将城市书房的建设契合

到所分布的空间位置，达

到和谐圆融的情境，在提

供高质量阅读服务的同

时又实现宣传文化的效

果，是很多城市书房急需

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也

就是如何实现高质量、个

性化服务。

其次，城市书房作为

公共图书馆的分馆，是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补充，但又并非服务体系

的核心，其在建设过程中

只是“听从安排”，自由度

有限，不能及时根据市场

做好调整。

再次，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城市书房不可避免

会受到旅游行业的影

响。与以往的公共图书

清明三天假期，每天下午 3点，经过杭

州城西的一家城市书房，里面的人不多不

少，不觉得拥挤也不觉得冷清。每一个人

都埋头看书，整个空间里几乎没有人说话

的声音。窗外春光明媚，书房里闲适安逸，

生活以一种新的面貌在春天绽放。

这个城市书房坐落于天目里与西溪湿

地之间，天目里是年轻人盛装打卡的地方，

西溪湿地是阖家出行感受春光的地方。在

这个假期里，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声鼎沸。

而这里安安静静像一张照片挂在城市的街

角。

从去年开始，一批城市书房像雨后的

春笋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开始，大家

都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慢慢的，

它开始嵌到生活里，慢慢的，它开始迎来一

批又一批的客人。

本身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拥有与旅游融合

相互促进的可能性。而城市书房城延伸了

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和服务，让生活成为城

市旅游的一种深度体验。

其实，城市书房的概念最早开始于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2005年东莞图书馆率先在其馆内建立

了国内第一个 24小时开放自助图书馆，为

读者提供全天候服务。

随后，2008 年深圳图书馆在市区内各

类公共空间布局了大量 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用于图书借还。

2014 年，温州市图书馆在县前头分馆

馆舍基础上建设了首家馆外 24 小时自助

图书馆，因其环境舒适、图书资源丰富，上

座率较高，读者反响热烈，因此温州市图书

馆又建了5家，并面向市民公开征集命名，

最终将名称统一确定为“城市书房”，此为

“城市书房”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

因为城市书房建设取得了良好社会效

馆用户相比，城市书房的用户由本地读

者扩充为“本地读者+游客读者”，所提供

的服务也融入了旅游的部分内容，作为

一个“公益性文化服务”的场所，在旅游

市场中如何把握公益与市场的度，也是需

要经常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游

客读者难以进门”或者“本地读者被赶出

门”的情况。

对于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这样的

运营模式，如何让“城市书房”拥有自己生

长的力量？从“城市书房”的生存价值来

看，它同样由市场、用户、产品组成，也就

是环境、生命和关系。只有当它形成自己

的生态系统，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成长的

生态，这也就是共生型组织。

它的优势在于摒弃了传统单线竞争

的线性思维，打破了价值活动分离的机械

模式，真正围绕顾客价值创造发展，将理

解和创造顾客价值作为组织的核心，进而

使创造价值的各个环节以及参与主体按

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以

及有机互动。

特别是目前疫情下，外部环境充满了

不确定性，对城市书房而言，唯一真实可

靠的确定来源是用户。城市书房需要跳

出被动服务的思维，让用户成为核心价

值，围绕用户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以“人”

为核心，建立沟通机制与读者用户直接互

动，倾听用户建议，切实理解用户的需求，

聚焦用户的体验，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

术、大数据为城市书房用户提供更具体的

个性化服务，寻找并创造新的用户价值需

求，形成“市民读者+游客读者”的双读者

体系。在推动用户成长的同时促进组织

进步，成为“生长着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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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第五部分“健

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明确提出要“创新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文化

驿站、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人民

提供优质的公共文旅服务。

如今，已过一年，这些“城市书房”可“安好”呢？

同时，现在不同行业

之间相互渗透，行业边界

越来越模糊，组织、行业边

界被不断颠覆，跨界的潮

流不可阻挡。在这种背景

下，城市书房更不能局限

于固有的建设模式、行业

优势和服务习惯，以开放

的心态面对不断变化的环

境，不断打破组织内部边

界、图书馆外部行业边界，

协同构建一个广泛连接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

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

则，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如

旅游业、文创业、教育、公

益等行业寻求跨界合作，

如推出官方授权的特色文

创产品、研学旅游、民俗书

吧、行走阅读等新的服务

形式和运营模式，让更多

的行业参与到这个文化服

务体系中，化竞争为合作，

不断加深融合的广度和深

度，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迅速作出调整，为可持

续发展布局，造就更加完

备的文旅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从而使“生长的有机

体”生长出更多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