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玉海街道西河桥边，矗立

着一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西

方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它是

中 国 最 早 的 一 座 公 共 图 书 馆

——心兰书社。

心兰书社创建于 1872 年。

据悉，当时瑞安一些士绅深感瑞

安 僻 处“ 浙 江 尽 头 ”、“ 苦 无 书

读”，倡议合资聚书，在大沙堤

建心兰书社，布衣学子可自由检

阅图书，并以田租收入作为维系

书社运作的资金来源。

心兰书社管理模式和现代

图书馆接近，先贤们集资买书又

购买田地，用田地收入维持书社

运营，有完整的资金链，图书可

供大众借阅，这都和私家藏书楼

有明显区别。心兰书社的始建

时 间 比 北 京 同 文 图 书 馆 早 15

年，比上海强学会图书馆早 23

年，具有“公共图书馆”雏形，开

全国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这里有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这里有开到你面前 的汽车图书馆，这里还将有触手可及的“掌上图书馆”

■记者 黄君君/文 孙凛/图

“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

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是阿

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诗中的名句。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又

称“世界图书日”），为了让书香飘

满云江两岸，让阅读成为瑞安人的

一种习惯，除了市图书馆，我市已

经陆续创建或正在创建11个乡镇

街道图书分馆，200多个农村、社区

图书室（农家书屋）和90个图书流

通站，建成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

通汽车图书馆流动服务。另外，

“掌上图书馆”也在建设之中。

图书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

忆和文明，一座城市如果处处有

图书馆，知识可以触手可及，那么

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应当是幸福和

喜悦的。

本报今日推出“世界读书日

特别报道”12至16版，敬请关注。

4 月 20 日下午，一辆绿色的小巴

车驶进了安阳实验中学的校门。学

生们纷纷围拢过来，有拿着书过来还

的，也有拿着借阅证打算借书的。

2015 年 1 月 5 日，我市第一个也是目

前唯一一个汽车图书馆开通，将书籍

送进学校、企业和社区。

汽车图书馆是由客车改装的，可

容纳 1000 余册图书，车内配置图书

架、电脑、登记柜台等，车上有一名司

机和一名图书管理员。“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在汽车图书馆，市民可以阅

读浏览、借阅书籍、现场办证等，不用

跑 到 图 书 馆 就 可 以 享 受 到 相 关 服

务。”王晓东说。

目前，汽车图书馆有 5 个固定停

靠点，分别是红旗小学、安阳实验中

学、瑞安十中、风荷社区、华峰集团，

周二到周六分别定时停靠。“平时汽

车图书馆还承担着物流车的作用，全

市各分馆、流通站的物流都是由汽车

图书馆负责的。”王晓东告诉记者。

“车轮上的图书馆”满载着知识，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图书馆分

馆、图书流动站、农村、社区图书室

（农家书屋）将书籍带到了离读者最

近的地方。

目前，市图书馆有11个乡镇街道

分馆，其中塘下分馆、莘塍分馆、汀田

分馆、南滨分馆、仙降分馆、陶山分

馆、马屿分馆已经正式对外开放，湖

岭分馆、高楼分馆、潘岱分馆、飞云分

馆正在建设中。另外，市图书馆还与

瑞安中学、港瑞新玉海合作分别开设

了分馆。

在港瑞新玉海游客接待中心，有

100 多平方米的图书馆分馆，该馆采

用公共图书馆与商业综合体合作建

设模式，这在温州地区尚属首例。

“港瑞新玉海分馆位于文化底蕴深厚

的老城区，地理位置优越，服务人群

集中，与位于万松路的 24 小时自助

图书馆相呼应，有效加大了图书馆的

服务半径，能够为周边居民提供普

遍、均等、便捷的文献信息和文化休

闲服务。”王晓东说，跟大商场同步

的开放时间，也为市民阅读提供了便

利。

据了解，目前各图书分馆、图书

流动站、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汽车图

书馆等均已实现图书的通借通还。

下一步，市图书馆打算在精品农家书

屋开展通借通还工作，畅通市民借还

书渠道。

近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发布《2015年度数字阅读白皮书》，其

中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达到 2.96 亿，接近六成的用户每天

都会进行数字阅读。数字阅读对推进

全民阅读的作用日渐凸显。

“数字化阅读量明显加大，可以

说，中青年都离不开手机了。”王晓东

说，为了适应当今阅读方式的发展变

化，满足读者的需求，市图书馆也在悄

然做着数字化阅读工作。不远的将

来，市民不用走到图书馆，也能享受到

图书服务。

据介绍，早在 2013 年，市图书馆

就购置了“新课标教学资源”，读者可

以通过市图书馆网站进入该网页免费

上传、下载教学资源；2014年，购置了

电子书借阅机，读者扫一下借阅机上

的二维码就能轻松下载电子书；另外，

在触摸屏读报机上，读者可以阅读

1000多种期刊、500多种报纸。

目前，市图书馆在开发“掌上图书

馆”APP 软件，读者打开手机，随时随

地就能阅读到优质的图书资源。王晓

东介绍，该项目又称移动图书馆、手机

图书馆，是以无线通信技术为支撑建

立的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通过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为用户提

供馆藏搜索和数字阅读服务。市民只

要通过手机安装相关软件，就能足不

出户地查询馆藏书目、续借图书、在线

阅读等，相当于把图书馆“放”进了手

机里。

“掌上图书馆”项目入选了 2016

年十大民生实事工程，这也是唯一入

选的文化类民生实事项目。据悉，

“掌上图书馆”拥有 100 万册数字图

书、8000 多万篇在线论文、7000 多

万篇报纸文章、3 万多个视频等资

源。

“通过数字阅读平台，打破传统图

书馆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让广大市

民可以随时随地畅享阅读，不仅满足

了当今图书阅读的发展趋势，最主要

的是满足了读者需求。”王晓东说，“掌

上图书馆”预计今年下半年投入使

用。届时，读者可凭借市图书馆读者

证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近日，市图书馆制作了“瑞安公

共图书馆电子地图”，并通过市图书

馆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发

布。市民在电子地图上可准确地找

到每个服务点的地理位置，还可以进

行地图导航指引。同时，每个服务点

均标注了地点和服务时间。下一步，

市图书馆还将把满足开放条件的图

书流通站、农家书屋纳入该地图。

夜幕降临，瑞城依旧是车水马龙，并没

有因为夜色而静默。可在最喧闹的市中

心，有那么一角让人不忍惊扰，不禁放慢步

伐，放低声音。位于万松路科技大楼一楼

（图书馆老馆）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有

着这样神奇的魅力。

4月19日21时15分，当记者走进这座

图书馆时，馆内近60个座位，几乎座无虚

席。读者们安安静静地坐着，沉静在书籍

当中。没有交头接耳，甚至没有低声细语，

只有纸张翻动和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

“这里的阅读氛围和学习环境非常好，

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看着书，身在其中会不

自觉地认真起来。”市民郑先生说，在家看

书容易受到各种干扰，但在24小时自助图

书馆里，他感受到了浓浓的学习氛围。“特

别是周五、周六，座位供不应求，有时还得

提前来占座。”他说。

这里是我市首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59

个，于2014年9月开始筹建，总投资约50

万元，现有馆藏图书7000余册。“24小时自

助图书馆采用24小时全开放、无工作人员

的自助服务模式，读者可以凭借阅证和市

民卡进出，自行处理借书还书、续借手续等

功能。”市图书馆馆长王晓东介绍。

据了解，24小时自助图书馆每月人流

量达到 7000 人次，借阅量不到 1000 册。

“自助图书馆提供的是一种氛围，很多人都

是自己带着学习资料来这里学习。”王晓东

说。

21时30分，一批读者陆续离去，另一

批读者陆续来了。“一些高三学生晚上放学

后会来这里继续学习，直到午夜时分，图书

馆里才会没人。”负责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物业管理的蔡志峰说，有时还有人在图书

馆内通宵看书、做台账等。

市民张女士说，相比有固定开放时间

的市图书馆，她更喜欢24小时开放的自助

图书馆。不过住在安阳的她，觉得专门跑

到万松路上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看书太

不方便。“市图书馆晚上关门有点早，回家

又静不下心看书，希望瑞安能有更多的自

助图书馆。”张女士说。

“‘当整座城市没入了黑夜，它却仍然

亮着灯，并且仍在思考’，用这句话形容24

小时自助图书馆真的非常贴切。”王晓东

说。

不打烊的“城市书房”

把图书馆开到离读者最近的地方

“数字阅读”让知识触手可见

我国最早的
公共图书馆之一
——心兰书社

[相关链接]

为文化点亮一盏灯，感受阅读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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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万松路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瑞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