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彭 洁 电话:88516571 邮箱:tzrbwxsd@126.com

2021年4月25日 星期日3

世
界
读
书
日
特
别
策
划

本报记者陈 婧

近年来，台州各县（市、区）的图书馆结
合读者阅读需求，不断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
提升，在发挥图书馆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创
新借阅服务，完善数字建设，努力打通公共
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台州市图书馆的推荐，记者对椒
江、路桥、玉环三地进行了走访。

椒江区图书馆：
打造更快速便捷的借阅体验

自椒江区图书馆推出“信阅”服务以来，
椒江市民小赵就通过这个平台借阅过文史、

政治、心理学、艺术等各种类型的书籍。“可
以从该平台借阅当地图书馆没有的书籍，对
我而言，这是对当地图书馆的补充。”小赵
说，而在线选书，快递到家的“点单式”服务
也非常方便。

“我们将全区图书资源都进行了整合，
实现通借通还。”椒江区图书馆馆长汪筱萍
介绍，深化服务管理系统，椒江区图书馆还
实现了与台州市图书馆的统一业务管理，打
破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边界，让市民可以通
过联合的数据平台，借阅台州市其他图书馆
的文献资源。

除了线上借阅，市民也可以通过图书分
馆、和合书吧等地借阅图书。“目前，椒江区
共建有乡镇（街道）分馆 8家，‘和合书吧’9
家、大陈岛红色书吧9家、汽车图书馆1辆及
农村文化礼堂等基层流通服务点90家。”汪

筱萍表示，未来，希望将图书馆办到群众的
“家门口”，进一步扩大图书馆服务的覆盖
面，缩短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此外，为全面提升市民对图书馆服务的
满意度，椒江区图书馆积极整合资源，优化

“枫山书院”文化品牌，在馆内开展了移动阅
读和触摸媒体读书，推行摸屏电子读报系统，
实现“扫码看书”；以云直播、云展览、云讲座
等形式，使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云阅
读”，将“文化大餐”辐射到全区各个角落。

“图书馆借阅服务的提升，不仅极大地
提高了文献供给能力、满足了市民的阅读需
求，也为市民提供了更便捷的阅读体验。”汪
筱萍说。

路桥区图书馆：
多元化提升读者满意度

在路桥，路桥区图书馆以“路图有约”
“信阅服务”“你选书我买单”行动为核心，开
展电话预约、线上线下自主下单订阅，让市
民实现不用出门就可以享受图书借阅、还
书、办证退证、退押金等各项服务。

“‘信阅’和‘你选书我买单’，可以通过
支付宝搜索图书馆信用服务，在线上或新华
书店，直接借阅自己喜欢的新书。而‘路图有
约’只需一个电话，图书馆工作人员就会主
动上门，直接办理还书、办证、退押金等各种
服务。”路桥区图书馆馆长罗玲君介绍道。

去年 12月，省首家村级“信阅”服务点
落户路桥的乡村书店“水心草堂”。罗玲君
说，在支付宝芝麻信用达到550分以上的前
提下，只要能在一个月内看完并承诺归还到
路桥图书馆，就能在这里申请免费借阅图
书，“整个借书流程只需要3分钟。”

为全面提升馆内的数字化服务，路桥区
图书馆积极开发数字服务技术，实现数据资
源查找搜索智能化，读者只要利用手机等移
动设备，就可以享受馆内全部数据资源，真正
实现“一机在手，全馆我有”的方便快捷服务。

而手机端的“图书转借”功能，则实现了
市民之间的图书传阅。“在别人手上看到了
自己心动的书籍，市民不用再到图书馆办理
图书借还手续，只要通过微信端‘我的图书
馆’中的‘图书转借’功能，即可将对方卡内
的图书转借到自己名下，大大简化了借阅手
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

此外，路桥区图书馆还结合当地的人文
特色、文化潮流风尚等内容，打造个性化的
图书馆，以图书分馆、和合书吧、流通点、流
动图书车，形成覆盖城乡、方便快捷的图书
服务网络，把图书馆办到群众的“家门口”，
真正做到服务下沉、资源下沉，打通了公共
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保证了市民的参
与度和全方位的体验感，让图书馆真正成为
广大群众的“灵魂栖息地”。

玉环市图书馆：
多措并举，提升借阅服务

“现在借书很方便，动动手机就可以
了。”玉环市民王君炜是玉环市图书馆的常
客，他告诉记者，自从去年疫情以来，图书馆
推出了“你选书我配送”的“以读攻毒、抗疫
送粮”活动后，自己几乎没怎么去过图书馆，
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

“‘以读攻毒、抗疫送粮’活动在升级后，
改名为‘云中书’，市民可以在线上选书，快
递线下配送，实现‘倒跑上门’。”玉环市图书
馆馆长庄樱表示，玉环市图书馆也加入了省

级“信阅”平台，为市民提供“你选书我买单”、
快递借还等借阅服务，全面实现借阅零门槛、
阅读资源无差别。“这一举措，推进了数字服
务和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借阅服务方式，为市
民打造了更好的借阅体验和阅读氛围。”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玉环市图书馆便
开始全面实行以信用取代押金的免押金注
册和读者证退押金服务。“我们采用了图创
图书管理系统，将全市 86家村级基层综合
文化中心、农村文化礼堂纳入图书馆业务管
理，实现与台州市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通借
通还和RFID自助借还。”庄樱还介绍，图书
馆在玉环的行政服务中心大厅等人流密集
的公共服务场所还设置了歌德借阅机，提供
容量 3000册的电子书资源供市民免费“扫
码阅读”。

除此之外，玉环市图书馆还与多家数字
资源供应商合作，在微信端增设云图听书、
中华诗词库、国研网等数字资源，同时精选
部分特色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提供在
线服务。

“我们面向读者免费提供文献信息查询
和借阅，开展阅读推广、展览等服务项目，开
通多功能厅、读者沙龙室在线预约服务，希
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市民的阅读积极
性。”庄樱说。

目前，玉环市图书馆新馆工程正在建设
升级中，精装修已基本完成，今年投入使用后，
玉环市图书馆的阅读基础设施将实现跃级提
升。届时，可以通过蓝牙（地磁）导航、人脸识别
等功能，给读者带来科技感十足的借阅体验。

创新借阅服务，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林 立

“我们不是最新最大的图书馆，但一直
在努力做到最好。”

2018年，本报记者采访台州市
图书馆馆长毛旭时，他诚恳地对
台州市图书馆作出了这样的自
评。如今，3年过去了，台州各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都在不断进步
和完善，为市民提供更好的阅
读。

数字化服务

2010 年，台州市图书馆刚开放
时，没有人能想到，这座只开放了一些基
础服务空间、主要阅读功能区集中在一楼
和二楼的偌大场馆，如今成为了一个全方
位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功能现代化
图书馆。

孜孜以求打造“群众身边的满意图书
馆”，台州市图书馆的群众满意度也在逐年
提高。

“近两年来，全台州市图书馆公共服务
体系，是以数字化改革为路径，多元跨界融
合为平台，不断在创新提升的。数字化服务，
主要是强化资源联合共享、信息技术保障、
服务效能提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一站式’
精准服务。”台州市图书馆党委副书记吴妙
夫向记者介绍。

2020年，是台州市图书馆在数字化建
设上实现诸多成果的一年，他们攻克了异构
系统难关，率先在全省实现公共图书馆与高
校图书馆文献通借通还, 独创了公共馆与
高校馆文献共享的“台州样本”，成为浙江省
首个实现馆校互联互通的地区。

台州的几大高校都有各自的图书馆，与
台州市图书馆的合作，让各大高校的校内阅
读体验更加多元、便捷。

台州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台州广
播电视大学图书馆都已纳入全市通借通还
平台，在这些学校的校内平台，读者们都可
以享受“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
馆还书”的便利，如今各大高校的借阅点已
经成为“全市图书馆业务一张网，数据一朵
云”的一部分。据了解，2020年，新纳入高校
馆际通借通还图书307.14万册，服务覆盖读
者人群达111万余人。

除了高校读者受惠于台州市图书馆提
供的数字化服务，远离中心城区的各大基层
读者，也能够随时通过数字化平台，零距离
享受台州市图书馆的图书资源。

“这些平台，依托的是浙江图书馆‘信
阅’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促使图书
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2020年全年浙江

省信阅平台台州地区借阅图书共
9738 册次，本地流通册次

13767 册，两项数据都
是领先全省其他市

区的。2020年全市
9 个县市区都增
加了‘信阅’线下
新书借阅点，这
也让台州市成为
我们全省内唯一
一个‘信阅’全域

覆盖的地区。”吴妙
夫说。
数字化平台的延伸，

对市区读者来说，便利则更多。
例如每周五至周日，在台州市图书馆一楼大
厅显眼位置开展的“台图书市·悦享新书”，
读者可免费借阅新华书店的新书，让追求第
一时间阅读的“书虫”大呼过瘾。

借阅零门槛

要说读者对图书馆是否满意最直接的
体验，那一定是“借阅”了。

从最初的提供押金、带上身份证办理借
阅证，到免押金、用身份证借阅，台州市图书
馆如今又推陈出新，实现了无需付押金、免
逾期费的借阅服务。如今，台州市民无需付
押金办理个人借书证，只需带上一张社保
卡，就能快速投入台州市图书馆提供的书海
中尽情畅游。

“以往市民前往台州市图书馆借阅图
书，需要在服务台出示身份证并缴纳100元
押金，由工作人员人工录入业务系统进行注
册，办理借书证后才能借阅。今后，市民只需
持本人社保卡到台州市图书馆服务台开通
借书卡功能后即可借阅图书。而且单次借阅
书籍的册数也提升到了10本。”

吴妙夫告诉记者，以社保卡连动市图书
馆，得益于台州市人力社保局与台州市图书
馆的合作。这样的尝试，也让社保卡便民服
务范畴内又增添新模式，实现了社保卡“一
卡多用”和跨部门间信息数据共享。

办理社保卡线上免押办证也非常简单，
关注“台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选择“免
押办证渠道”，读者就可以凭借身份证信息
进行线上免押办证。

除了利用社保卡办理借阅证，市民还可
以选择支付宝办证、微信办证、台州信用分
办证、社保卡线上线下办证、线下凭身份证

（市民卡等）办证等渠道办理借阅证，跨越式
降低借阅服务门槛，使图书馆服务更加便利
和人性化。

跨界新融合

台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只要个人时间允
许，可以一整天不离开图书馆。

在馆内，仅仅是阅读区域，读者的选择
就有很多，地方产业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图书漂流室、馆外书吧，今年还新增了
有声阅读空间。此外，还有清新活泼的亲子
活动室、简约大方的报刊阅览室、开放舒适
的市民书房等等阅读区域可选择，多样化的
阅读服务，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加丰富。

2020年以来，台州市图书馆不仅在努
力提升自身的服务效能、丰富广大读者的阅
读文化生活，同时也在致力于更好地解决读
者看书时的饱腹问题。为此，图书馆引进了
餐饮品牌“茶作良食”入驻，为读者提供简餐
及茶饮休憩之处，这个专门开辟的空间，既
不影响馆内读者，又以精良的装修、雅致的
氛围为图书馆的气质增添了几分韵味。

针对残障读者，台州市图书馆也不断提
升服务的贴心指数。在这里，轮椅坡道、盲
道、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一应

俱全，大大提升了各类特殊群
体出入公共图书馆的方便
度。

相比于馆内的跨界融
合，与外界的跨界新融合，
让台州市图书馆的服务
真正走向了全市各区域。

“这些尝试，我们说
是‘台州模式’3.0 版本。
就是通过和各县（市、区）
公共图书馆的合作，以它
们为纽带，积极推进乡镇图
书馆分馆建设，拓展馆外流通
站点，结合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
礼堂开展服务，形成市、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网络。让各县（市、区）的
基层农村都拥有‘家门口’的图书馆。”吴妙
夫说。

和合书吧就是台州模式的代表品牌，台
州市自2016年起将“和合书吧”列入台州市
政府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以来，至今共建成

“和合书吧”101家，累计新增实体阵地面积
超1.9万平方米，年服务读者超230万人次，
总量居全省前三，各项服务数据领跑全省，
成为了“设施标准化建设、服务社会化运营、
效能动态化评估”的示范体系。

“ 与 不
同行业进

行协同
合 作 ，
就 能
更 大
地提
升 优
化 我
们 的
服务效

能。比如
新 尝 试 的

图 书 馆 武 警
分馆，就又为我们

与外界合作打开了一
个 新的领域。这样的推行，未来我们还会
进行更积极地探索，力争创新，更好地推行

‘图书馆＋主题’的建设模式。”吴妙夫说。

台州市图书馆：让阅读更美好

数字阅读数字阅读

台州市图书馆今年新增了有声阅读空间台州市图书馆今年新增了有声阅读空间。。 台州市图书馆，一位读者正在使用“在线阅读”功能。（本版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2016年至今，我市共建成“和合书吧”10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