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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共存。本文通过分析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的现状，

提出有助于阅读推广活动高效施行的对策，以提高中小学生的阅读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推动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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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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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es of public libraries coexis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reading space in Chuz-
hou City, we propose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promot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reading ac-
tivities, improve the reading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mote their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universa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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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政策的出台减轻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意味着中小学生将会把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课外活动中。中小学生正处于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意识、培养阅读能力的黄金阶

段，馆藏资源的丰富性和阅读指导人力资源的专业性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两大特点，对中小学生在校教育

资源有着强有力的补充作用[1]。因此，城市阅读空间要做好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利用自身优势，引导

这一群体积极阅读，从而推进全民阅读，提高全民人文素养。 
直至 2022 年，“全民阅读”已经连续九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

高度，为扩大全民阅读的覆盖性和时效性，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各地掀起一股城市阅读空

间建设的热潮[2]。 

2.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情况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项目由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研究规划，滁州市人民政府总投资建设，皖新传媒

运营，由地方政府部门、民营企业、社会机构等联合投入，建立以图书室、阅览空间、城市书柜等的立

体化、全范围的城市阅读服务体系，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纵向贯通、横向交流的城市读书服务

体系和服务平台，共同建设“书香滁城”，是一项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活动。 

2.1. 主题定位 

为阅读空间设定一个合适且富有文化特色的主题定位，是阅读空间体现独特人文影响力的重要基石，

也是完善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思路[3]。文博书苑突出阅读空间 + 历史的主题，室内水墨

画布局优雅美观，与滁州千年亭城的历史沉淀完美交织；梧桐书苑突出阅读空间 + 人文的主题，融合的

区域、静谧的环境以及充满文化元素的设计和定位，让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来自文化的魅力、传承和熏陶；

遵阳书苑以城市变迁为主题，将城市变迁作为主线贯穿整个空间，选用黑白老城历史照片作为装饰的一

部分，新旧对比，反差强烈，恍如时光穿越。六一书苑以山水文化为主体，背靠群山，脚踏古道，是外

地参观者探寻滁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清流书苑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了对书籍借阅和管理服

务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网络化，为青少年提供了文化服务的新方式。 
精准定位吸引人群，凸显人情服务至上，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通过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带动文化空

间热起来，拥有越来越多忠实读者，推动了城市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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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选址 

选择阅读空间的地理位置，是对读者可及性和以文塑旅的重要基础。交通便捷以及提高青少年阅读

的整体体验感，无疑成为制约城市阅读空间选择的重要因素[3]。青少年阅读行动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内

容，离不开社会各方的参与，城市阅读空间作为青少年课外阅读活动开展的主阵地，其空间选址将直接

影响全民阅读的发展。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借鉴合肥等地在项目选址、运营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文博书苑位于滁州市博

物馆，且周围多是美术馆、科技馆，对青少年吸引力强；梧桐书苑位于天乐小区旁，距滁州市逸夫小学

仅六百米，成为学生读书学习、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遵阳书苑位于下水关游客集散中心，紧邻滁州市第

四中学。“双减”政策下，初高中部学生课业压力有所减轻，对个性化阅读的需求大幅增加，遵阳书苑

堪比四中学子的专属书房；六一书苑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琅琊山风景区，并且和滁州实验中学、滁州学院

琅琊校区同在琅琊古道上，文化气息浓厚；清流书苑位于金陵苑湿地公园，成为青少年研学旅行、踏青

采风的一个选择。总之，这 5 个城市阅读空间选址大都位于交通便捷、商旅与文化中心地段，又多毗邻

校园，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前往城市阅读空间提供了便利和可及性，也为众多市民在出行中将阅读与购物、

休闲、旅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选择[3]。 

2.3. 功能作用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以滁州市图书馆的藏书资源为主要腹地，城市阅读空间自有藏书近万册，包含

最新出版、畅销书、文学名著、儿童文学、人文社科、教育历史、期刊等，并且采取中图法，设定了史

学人文、哲理、科技自然、实用常识、儿童文学、少儿绘本等编排类别，为各个年龄阶段、不同阅读需

求的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藏书资源。此外，阅读空间设计了七个功能区：服务台、书刊展示区、自主学

习区、儿童阅览区、自动化设备区、水吧活动区和文创产品场所，还设有自动办证一体机、自动书刊借

还机、数字信息屏幕等，为青少年借阅书刊带来了便利。 
城市阅读空间具备阅读、活动、展示(交易)、休闲 4 个标配功能，通过书籍的借阅、查找以及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的载体，推动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同时，因其自主、休闲的特性，

使其成为休闲娱乐、社群交往的重要场所。作为社会教育的有利途径，城市阅读空间为青少年自主学习、

实现课外阅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 滁州市阅读推广活动存在的不足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的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在“双减”政策的加持下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在实际

运营过程中却依然面临众多问题与不足。在研究期间，我们采用观察、访谈、问卷多措并举的调查方法，

通过对面向滁州市青少年的百份问卷数据的整理、分析，加之对六一书苑、梧桐书苑的实地观察走访，

得出阅读空间存在的共性问题有以下几点： 

3.1. 阅读推广活动缺乏创意性 

城市阅读空间服务群体广泛，但针对性较弱，内容缺乏新意。一方面，阅读推广活动大多是科普讲

座、读书会等单向知识输出的平面化活动形式，见表 1，缺少双向反馈互动的立体化活动形式[1]。另一

方面，活动策划流程在阅读空间内部展开，缺乏群众基础。长此以往，极易产生审美疲劳，人群流失。 

3.2. 阅读推广活动缺乏专业性 

工作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有待提高，对活动策划不能够全面而科学地考量活动对应群体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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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求[1]。其次，忽略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据了解，大规模专业培训仅停留在岗前集训，上岗后暴露

出部分工作人员存在专业知识不足、流动性大等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大潮，

不断地发展自身。 
 

Table 1. Types of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表 1. 阅读推广活动类型 

选项 小计 比例 

手工课堂 33 30% 

知识讲座 65 59.09% 

影视鉴赏 29 26.36% 

实践活动 48 43.64% 

技能培训 26 23.64% 

有奖竞猜 25 22.73% 

其他 25 22.7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0  

3.3. 阅读推广渠道缺乏创新性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对于阅读推广活动的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化，且对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的利用率有待提升[1]。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阅读空间馆藏特点、室内照片等详细信息在公开信息中不

易查找，并且阅读空间新建或撤销的信息更新不及时，对青少年群体的天然吸引力降低[4]。另外，线下

宣传形式单一、行动力不足，见表 2。采访显示，地推是常用的线下宣传方式，工作人员不定期到社区

或学校门口宣传，但实际效果较弱。例如六一书苑，位于琅琊山脚，作为景区的一部分，具有得天独厚

的人流量，若是积极提供与景区相关的图书、地图、文化展览和文创产品等，将会成为景区文化宣传的

重要阵地[4]。但基于工作人员、接纳上限等现实条件影响，缺乏对此资源的开发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导

致实际宣传效果不佳。 
 

Table 2. Main ways to obtain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y notices 
表 2. 获取阅读推广活动通知的主要途径 

选项 小计 比例 

老师同学的告知 65 59.09% 

城市阅读空间工作人员的宣传 58 52.73% 

微博微信推送 51 46.36% 

阅读空间公众号、网站推送信息 60 54.55% 

其他 17 15.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0  

4. 滁州市阅读推广活动优化策略 

4.1. 优化城市阅读空间的服务项目 

在阅读服务平台上，适当拓展空间功能，并设置多元化服务项目，以满足青少年个性化、差异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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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5]。针对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的阅读推广活动的针对性弱、内容创新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以下策略：

对于实践能力较弱但想象力较丰富的低年级小学生来说，可以开展相关亲子类游戏、手工制作类活动来

增加吸引力。这既能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氛围中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提高其阅读兴趣及创新意识，又能促

进亲子关系[6]。对于具有自主学习意识并对客观事物有一定认知和接受能力的高年级小学生以及中学生

而言，可以结合其兴趣，基于各个年龄段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差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书刊读物，举办

专业性更强的阅读活动。 

4.2. 提升城市阅读空间的运营水平 

阅读空间作为一种文化服务体系，其意义在于有效集结图书资源，充分激活青少年阅读潜力。人才

作为生产要素资源在阅读空间运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进行人才引入，发掘潜力，成为运营城市

阅读空间的关键。针对现阶段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人才流失及专业性不足问题，提出以下策略：首先，

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专业的人才队伍是城市阅读空间顺利开展青少年阅读推广

工作的重要前提，是科学合理策划阅读推广活动的保障[1]。其次，城市阅读空间要建立合理的人才进修

培养机制。工作人员应全面掌握专业领域的新政策、新技术、新机遇。最后，城市阅读空间要设置科学

合理的人才考核体系。根据自身特点设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全面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激发工作人员的内

在驱动力，进而提高城市阅读空间的服务能力[4]，最终达到提升城市阅读空间的运营水平。 

4.3. 提高城市阅读空间的功能建设 

在滁州市城市阅读空间的建设中，应当重视本土化改造，加强其与人、历史、地区的联结，同时深

入落实城市阅读空间“服务活动化”专业理念，引导志愿者队伍建设成为重要社会服务力量，进一步规

范各主体参与形式，推动建设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阅读空间的集成空间功能，将实体书店中

的文创销售、活动举办等文化服务功能融为一体，激发青少年阅读积极性，提升新型公共阅读空间的服

务效能[4] [5]。同时，与国家创新时代的文明服务实践中心建设相结合，围绕一个中心、配强一个堡垒、

建立一个场所、培养一支志愿服务队伍、举办若干志愿服务活动，从而建立专属志愿项目，共同推动全

民文明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在既有的空间内完成功能转换。 

5. 结语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于实现素质教育，

促进全民阅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城市阅读空间阅读推广服务以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

人的科学文化素养提升为目的，积极发挥城市阅读空间在空间、资源和活动方面的优势[7]。滁州市在城

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体现出滁州市建设“书香滁城”的决心。这五所城市阅读

空间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修养，对于建设现代化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

和建设体现中国现代城市化特征、满足全体公民生存需求的现代都市社会公益文明服务体系，都有着深

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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