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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南国关注

运营新路径让书房“活”起来

受访人士认为，城市书房应建管并重，探索运营

新路径，提高利用率，切实保障公共服务效能持续发

挥。

厘清主体责任，提高运营效能。近两年，已建成

的一些城市书房房租、人工、水电成本等压力攀升。

贵阳市云岩区渔安新城24小时书房曾交由属地街道

办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每年拨付5万元费用，这

笔费用还包括街道办其他文化设施的管理与维护，不

足部分还需街道办解决。2023年底，因欠缴电费，

书房一度关闭。后经协商，书房移交区图书馆运营，

费用由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兜底后才重新开放。

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应明确

管理主体，以区图书馆为运营主体，既可依托其专业

性统一采购、运营标准，又能通过制度化管理优化成

本支出，配合文旅部门的资金统筹机制，形成“专业

运作+财政托底”的可持续模式。

引进市场化运营管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盐屿

城市书房，是当地第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城市书房，与

全市公共图书馆联网，通借通还。记者发现，这些位

于购物中心内的书房大部分都一直正常运营，商场为

书房提供场地、带来持续客流，书房则丰富商场业

态，提升文化品质，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贵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庆刚认为，这种双

赢模式值得推广，书房对购物中心有正向的强外溢效

应，所以购物中心可以承担各项管理成本，让管理和

运营更加省心省力。相比之下，在居民区设立的书

房，受益主体分散，管理成本问题更突出。

丰富活动提升知晓率。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市民

从未涉足体验城市书房。受访者建议，城市书房可广

泛开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性强的阅读活动，深入

对接居民需求，特别是针对“一老一小”人群，在放

学时段和节假日，开展非遗传承、亲子阅读、健康养

生讲座等活动，成为有内涵、有温度的文化阵地。有

条件的城市书房还可设置文旅专柜，展现特色文创产

品、介绍文旅线路，为游客提供丰富体验。

（据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向定杰）

●“基本纯公益，负担不起人工、维护成本。”
● 城市书房在打造之初，应充分评估必要性和可持续性，建管并重，多元化

运营，提高利用率，避免闲置浪费
● 城市书房可广泛开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性强的阅读活动，深入对接居

民需求，特别是“一老一小”人群

为推进全民阅读，近年来，国内
不少地方建设城市书房。北方某市
已建成83处城市书房，总面积2.6
万平方米，图书数量近60万册；长
江中游某市书房数量扩容至67家，
嵌入各类场景……

城市书房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
时，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入
创新动能，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提
档升级。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
解到，各地城市书房建设有序推进，
设备、书籍更加齐全，但部分文化空
间因负担不起管理和运营成本陷入
停滞。业内人士认为，城市书房等
公共设施在打造之初，应根据实际
情况审慎决策、充分评估必要性和
可持续性，避免闲置浪费，让城市书
房真正成为书香社会的有生力量。

部分24小时城市书房整日关门

2022年，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西部

某地首家社区24小时无人值守智慧书房开业。书

房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各类书籍近万册，市民

可依据兴趣爱好免费阅读、自助购买。

近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书房紧闭，人脸识别

设备未接通电源，门把手布满灰尘。“断断续续开

过。”80多岁的居民袁奶奶说，自己进去过几次，书

籍种类比较丰富，读者主要是小孩、学生。

该书房由当地出版集团、新华书店共同打造。

根据电话，记者联系了该书房一位负责人，得知书

房今年春节前已关闭，目前没有重新营业的计划。

“基本纯公益，没法盈利，负担不起人工、维护

成本。”上述负责人谈到，因为没有全天候工作人

员，图书、桌子、板凳损坏比较多。

据了解，城市书房、智慧书屋、24小时书店，叫

法不一，形式基本是小型自助图书馆，是一种小而

美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作为一种新概念，充满

主题性、彰显城市感的特色书房一度很流行。

去年6月，西部某地文旅部门在答复政协委员

关于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的提案中曾

公布一组数据：“2021～2023年，当地补助资金支

持建成57个城市书房，2024年继续补助资金支持

27个城市书房建设。”

大量建设后，城市书房持续运营并不容易。

记者从12345市民热线、领导信箱等渠道发现不

少相关投诉。北方某市市民反映，自家附近有一

处城市书房，设备一应俱全，门脸上标有24小时

营业的字样，但多年来从未运营。属地街道答复，

因没有通过消防部门验收，书房搁置至今；中部某

市网络问政也提及，该市中心城区城市书房2024

年9月1日闭馆后，何时开放成为市民关注的焦

点……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部分市民对书房

有使用需求，但公共文化服务因为公益性等特点

也存在落地难情况。

城市书房“野蛮生长”

记者调研发现，城市书房愿景美好，落地步履维艰

的背后有多重原因。

运营模式单一、不符合产业规律。一些主打24小

时营业的书房接近凌晨基本人去楼空。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少峰曾表示，24小时运

营模式不符合产业运行规律。他介绍，夜里12点至早

上8点这个时间段营业意义有限。“用大笔经费补贴几

个、十几个读者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浪费。”

在业内人士看来，24小时城市书房除提供阅读、

学习等基础服务外，还有助于城市形象提升。但一些

城市书房主题形象、地域特色不明显，缺乏文旅元素，

吸引力有限，应创新探索多元化应用场景与运营模式，

满足更丰富的社会需求。

过度追求数量和全覆盖。此前，一些地方将城市

书房等建设作为经验亮点。某地颁布的全民阅读促进

条例提出，支持办好24小时书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设覆盖城市社区的社区书屋。西部某市一位文

化广电旅游局公共服务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市将城

市（景区）书房建设纳入年度“十件民生实事”，每个县

区建设2～5个城市（景区）书房。截至去年8月，全市

建成38个城市（景区）书房，数量居省内第一。

针对类似情况，有受访专家表示，城市书房建设的

数量和密度需要理性考量。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规模过大，容易陷入利用率偏低、后续

运营乏力等困境。

各类文化设施融合程度低。记者注意到，在西部

一家24H智慧书房的隔壁转角处，就有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挂有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

心、壹刻宝文化驿站、区图书馆分馆等牌子。一位值班

人员表示，其内部三台电脑上有省、市图书馆的数字资

源，最近后台在维护无法使用。附近的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也建有电子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数字化服

务室、影音广播室等，同样无人使用。

基层干部介绍，当前，街道、社区已经有许多文化

站点，功能交叉、特点不鲜明，尚未形成合力，建议相关

部门根据人口、读者需求等因素合理布局、清理减负。

城市书房
如何走出运营困局

在日照市东港区城市书房石臼所馆，志
愿者在教孩子们制作黏土画（新华社发）

读者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城市书房樱花园馆阅读（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