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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闲田地多栽菊，是处人家爱读
书”。在北宋诗人龙昌期一首题为《福
州》的诗中，依稀可见当时榕城人家处
处可闻读书声的景象。作为有着 2200
年建城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素有“海滨邹鲁”之誉，自古以来文化
昌盛、人才辈出，读书之风世代相沿。

如今，阅读习惯却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在这个信息传播追求“短平
快”的短视频时代，智能手机取代书
籍，成为大多数人“爱不释手”的身边
物，碎片化阅读、滚屏式阅读成了主
流。你还保持阅读习惯吗？你每个月
读几本书？这似乎成了许多人的锥心
之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强
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如何养成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面对这一课题，福州新制定出台了《推
进“有福之州·书香榕城”建设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加快打造集阅读、休闲
于一体的公共阅读空间，广泛开展基
层主题阅读活动，进一步打响“书香榕
城”阅读品牌，着力提升全域、全时、全
场景的阅读体验，其要旨就在于：营造
城市阅读氛围，让阅读融入市民生活。

本报讯（记者 燕晓）《福州市推进
“有福之州·书香榕城”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近日出台，
提出到 2025年，全市基本建成覆盖城
乡、发展均衡、服务便捷、多元参与的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实施意见》明确了重点任务，包
括持续完善现代公共阅读体系；全力
推动“福阅·书香八进”，即进机关、进
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军
营、进家庭、进景区；全面打响“书香榕
城”阅读品牌，着力打造全市性阅读活

动，发布 100 个重点推荐书目，举办
100场读书分享会。

在全力推动“福阅·书香八进”中，
按类别每年分别遴选3个“福阅·书香”
典型，全年共遴选24个，突出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开展选树阅读
典型活动，市、县两级打造15个重点阅
读品牌，每年推选“读书明星”15 人、

“书香人家”10个，每年遴选 5家具有
示范带动作用的书店，发动100家文明
单位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共同开展读书活动。

书香榕城，如何让阅读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林玉和 燕晓

关于阅读，古往今来，有太多人发表了精
彩的见解。卡夫卡说，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
冰封大海的斧头；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
带的避难所。让人印象至深的，还有《杀死一
只知更鸟》里的一句话：阅读就像一个人的呼
吸。

阅读应当成为习惯。没有人会忘记呼
吸，阅读也不应该被人忘记。一日无书，百事
荒芜。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乏味，面目可
憎。这些话，生动地描述了忘记阅读的“后
果”。阅读养成习惯后，就不会讲究场合，并
非只在书桌前、图书馆里阅读，青年时代的毛
泽东还专门在街头闹市读书，以锻炼专注
力。“书香八进”提倡多种场合阅读，其中特别

提及进景区，就是让人们在公园景区游玩之
余，休息歇脚的时候也能取书而读。阅读养
成习惯后，也不会讲究姿势，并非正襟危坐才
能读书，躺、卧、站皆能读。当阅读成为习惯，
无论在哪里读，都会像呼吸那么自然。

阅读应该有所得。作为现实中人，我们
每日忙于世俗事务，精神驰骛于外界，很少回
到内心。只有在沉浸阅读的时候，心才会安
静下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你
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与古圣先贤对话，在潜
移默化中涵养才气、品德与情怀，走进更深邃
的内心世界，直至我心光明，养成浩然之气。
要达到这一境界，贵在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一味追求读书的数量，不求读书的效果，并不

可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说的
是知识有效的吸收和输出。《实施意见》中，举
办百场读书分享会，加快读书分享会体系建
设——其意正在于此，唯有读后对一本书进
行深刻的思考，有所悟、有所得，才能够和他
人一起分享。分享快乐能让快乐翻倍，分享
阅读心得能够激发思考，让你对一本书有更
深的理解与感悟。这些就是阅读的收获。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愿每个人都能
在忙碌与喧嚣的现实生活里，养成阅读习惯，
留出一片光阴，与书为伴，与自己为伴，在书籍
里得到慰藉，在书籍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当
人人都爱阅读，我们生活的城市自然惠风和
畅、满溢书香。书香榕城，你我共读吧！

福州出台《实施意见》
推进“有福之州·书香榕城”建设

让阅读如同呼吸
何宇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
独特的教育机构，福州古
有“书院之城”美誉，其中

“鳌峰”“凤池”“正谊”“致用”为全省性的官办书
院，盛名远扬，被称为“清代福州四大书院”。历
久绵长的书院文化是福州宝贵的财富，我市将
积极扶持鳌峰书院等传统书院发展壮大，把书
院打造成文化传承和展示的窗口、学术研讨交

流场所，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高地。
上周六，第四期东街书院文化讲

坛在正谊书院举办，福建师范大学闽
台区域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方宝川带
来《闽台书院的亲缘与文化》主题讲
座，和市民一问一答间，共赴一场书
院文化之旅。

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已成为
正谊书院的常态。福建省图书馆正
谊书院秘书长陈婕介绍，正谊书院
秉承正谊明道的精神，立足自身历

史文化优势，形成了国学讲堂、国学课堂、文
化展堂、学礼堂、中华雅集、文化活动等 6 大
精品版块，开院至今，正谊书院已接待读者 30
余万人次，举办公益活动 1000余场。

陈婕表示，未来正谊书院将深耕“图书馆+
书院”模式，打造高端学术讲坛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实践基地，以多元丰富的活动让广大市民
了解国学、喜爱传统文化，以开放合作的平台搭
建不同层次的文化沟通与交流。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积极扶持传统
书院发展壮大，各县（市）区至少打造 1 个书
院文化品牌。发挥书院自身特色功能，开展
国学经典教育、书画与文学创作、中医养生
等文化活动，将书院打造成文化传承和展示
的人文高地，也让古老书院重新焕发时代光
华。

记者走访正谊书院时，75岁“老书翁”李晋
一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他告诉记者，退休后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是图书馆的常客。“现
在福州可以读书的场所越来越多，我打算跟老
朋友们去景区书吧边喝茶边看书，去书院里听
听课，活到老，学到老嘛。”

《实施意见》布局未来，“福阅·书香八进”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2025年全市将基本
建成覆盖城乡、发展均衡、服务便捷、多元参与
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随着一系列读书分
享会、选树阅读典型活动的举办，阅读将融入市
民生活，成为习惯，文化自信也将融入城市血
脉，让有福之州满城氤氲书香。

利用辖区内的优质书店资源和基层公共文
化中心，鼓楼区把书屋开到了群众“家门口”。

去安泰新华图书城看书，到福书轩参加文
化活动，这是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居民林
建的日常。“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阅读，社区里
有很多书店，步行几分钟就到，读书非常方便。”

东街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不
同受众，他们还打造了不同的阅读品牌和文化
体验：在安泰新华图书城举办“少年讲书人”活
动，提升青少年儿童阅读；在东街书院文化论坛
举办讲座，吸引青中年读者；在福书轩面向大众

开展“福”文化活动。
这是鼓楼区扎实推进全民阅读工程，持续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发力的成果。近年来，鼓
楼区探索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支持”
的 15 分钟阅读圈模式，充分利用城市社区书
房、文化馆等文化设施，让城市阅读空间成为市
民品味书香的乐园。

在乡村，随处可见的农家书屋也让阅读变
得触手可及。18日，闽侯白沙湾公益图书馆举
办了成立 12周年纪念活动。白沙湾公益图书
馆位于闽侯白沙镇，成立于 2011年，是爱心人
士林礼兴生前自掏腰包在自家开办的。他去世
后，儿子林岳铿继续开办这个图书馆。目前馆
内藏书 3万多册，是闽侯藏书规模最大的农家
书屋。馆内藏书从果蔬种植到鸡鸭养殖，从科
普读物到文学经典，品类丰富，应有尽有，周边
村民时常来此“充电”。

这是福州积极建设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的缩
影，目前我市已建成 2100多家农家书屋，实现
全市所有行政村农家书屋100%全覆盖。

各类基层阅读设施的有效延伸，有力打通
了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市已建成市图
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各县（市）区图书馆等 14
个公共图书馆，设置 82 台“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社区阅读室遍布全城，公共图书馆藏书超
过1300万册，读者可在图书馆中享受一卡通借

通还、两级资源共享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接下来，我市还将在全市173个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和 2670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阅览室的基础上，统筹指导各县（市）区推
进新建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配置阅览
室，积极推进书香社区、书香农村建设，力争实
现“城区15分钟，乡村30分钟公共阅读圈”。

此外，福州不断创新举办各类书香活动，构
建便捷阅读服务网络。海峡读者节读者嘉年
华、新华书展等活动热度不减；福州阅读联盟成
员单位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开展主题书展、流动
书车、国学经典读书会等阅读活动；福州读书月
走入第18个年头，“书香榕城”已成为体现福州
文化品位、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品牌……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还将继续调动社会
资源力量，组织丰富多彩的读书分享活动，举办
100场读书分享会，开设“书香榕城”微信公众
号，加快“读书分享会体系”建设，不断丰富市民
文化生活。

对于读书分享会，年轻读者小杨充满期
待。他说：“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和人交流读书
心得。我在豆瓣网加入了不少同城读书小组，
但这些都是线上的，如果线下有读书会，我通常
会参加。我希望福州能多举办一些读书分享
会，大家一起交流，还能结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
友，这种氛围非常美好。”

11月的榕城，略有寒意，三坊七巷
的热度却丝毫未减。坐落于三坊七巷
的福州市图书馆分馆，成了文化活动
地标和热门打卡地。

走进其中，映入眼帘的是排列
整齐的图书墙和高端大气的阅览区
域，古色古香的装饰与三坊七巷相
得益彰，柔和的灯光平添了几分暖
意。家住附近的林女士带着孩子，
在这里享受阅读时光，“在三坊七巷
这样的景区里看书，闹中取静，体验
很独特，这样的阅读空间我们都很
喜欢。”

据福州市图书馆街区服务部主任
蔡晓玲介绍，在三坊七巷里开辟分馆
是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景区的
创新举措之一。“分馆内共有在架图书
2500册，近1/3是三坊七巷等与福州相
关的旅游和历史书籍。我们希望来往
的游客和市民在畅游三坊七巷时，也
可以到三坊七巷图书分馆小憩，取一
本书，读三坊七巷的前世今生，品闽都
两千多年历史文脉，收获一次不错的
旅游体验和阅读体验。”

除了图书馆，我市还有多家实体
书店搭建起全民阅读的交流合作平
台，无用空间、大梦书屋等都致力于打
造读书推广、文艺沙龙与美学生活相
结合的复合型人文书店。大梦书屋等

书店经常举办名师讲座、好书分享会、
亲子“悦”读等精彩活动，打造了功能
更加多样的复合型阅读空间，也为城
市文化建设、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增添
更加多元的色彩。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根据《实施意见》，全力推动“福阅·
书香八进”，即书香进机关、企业、农
村、校园、社区、军营、家庭和景区。其
中书香进景区作为福州特色，将推动
全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探索合
作，在景区、历史文化街区、公园等建
设新型阅读空间、自助式图书驿站，因
地制宜打造集阅读休闲、家庭亲子、精
品咖啡、轻食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城
市公共文化空间，推广“大众茶馆”复
合阅读空间，让群众在公园等景区休
闲的同时，也能找到一处安静读书的
空间。

住在西湖附近永同昌公寓的林先
生是个资深书迷。他告诉记者：“我平
时爱读书，也喜欢在西湖边散步，经常
会去逛西湖边上的大梦书屋，看看有
哪些新书面市。以后书香进景区，打
造阅读空间+大众茶馆，就可以一边喝
茶一边看书，享受惬意的阅读时光。
一旦全市推广开来，福州的整个阅读
氛围就更浓厚了，我为这样的创新之
举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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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有书香 打造身边的公共阅读空间

人人有书读 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新榕语丝

▲10月举行的2023福州新华
书展上，读者在看书选书。

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在福州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信
用良好的市民可
免押金借阅书籍
（资料图）。
本报记者 叶诚摄

东街书院文
化讲坛在正谊书
院开讲。
本报记者 池远摄

▶大梦书屋西湖店举办的阅读
沙龙，经常吸引众多读者前来参加
（资料图）。 杨勇摄

开门迎客来 书院文化拥抱普通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