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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中山读书月系列活动

将于4月20日启动。日前，中山市

印发了《中山市全民阅读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2026
年“形成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

群众、保障重点、全民覆盖、共建共

享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

阅读水平显著提高”，推动中山成

为在全国有示范带动作用和影响

力的阅读先进城市。

近年来，中山始终把全民阅

读作为文化兴城的重要选择，作

为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

径，充分发挥阅读在传播思想文

化、提升市民素养、传承民族精

神、涵育文明风尚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据了解，2023年，中山市全

民阅读工作共有 8个项目荣获国

家级、省级表彰，其中，5个项目获

得中宣部、全国性表彰，3个项目

为全省唯一。全民阅读指数一直

稳居全省第5位。

本报记者 谭桂华

打造群众家门口“充电站”
持续推动阅读品牌“出圈”

我市印发全民阅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中山成为在全国有示范
带动作用和影响力的阅读先进城市

全民阅读，顾名思义，“全民”是主语，
也是该项工作的覆盖目标。《行动计划》指
出，未来三年将持续实施全民阅读进乡村、
进家庭、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进系统“七进”行动，全面推动全民阅读活
动蓬勃开展，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

在全民阅读进乡村行动中，除了鼓励
香山书房、农家书屋等阅读阵地建设，《行
动计划》还倡导开展流动图书进乡村服

务，推动香山文化本土出版物进村下乡，
开展各类主题读书会、阅读挑战、文学与
艺术工作坊、亲子阅读时光等阅读分享活
动，推动图书巡回式服务，打造“流动的图
书馆”。同时，积极推动沙溪镇“阅读·寻
根”、南区曹边“乡读·乡伴”等一批乡村阅
读品牌出圈，形成示范效应。

在全民阅读进社区行动中，《行动计
划》提出了“社区阅读+”模式，鼓励公共博

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建设运营
与自身主题契合度高、配套性强的阅读空
间，开展有内容、有品质的各类形式读书
分享活动，为社区居民搭建知识分享和思
想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参与者、受益者转
变为服务者、传播者，形成社区全民阅读
良性微循环。

而在全民阅读进学校行动中，《行动
计划》强调加强阅读资源供给，推动市纪

念图书馆等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阅读
资源送进校园，积极举办“市民选书、政府
买单”全民阅读民生实事项目进校园、“我
是小小书香大使”“21天阅读挑战赛”“最
美读书声”等主题活动，推动教体系统着
力打造“书香校园”，更多有影响力的作
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专家、大国工匠、
榜样人物等有望走进校园，为师生们提供
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或优质阅读服务。

近年来，中山市将图书馆总分馆服务
体系作为加强公共文化阅读空间建设的
重要举措，推动优质阅读资源及服务向基
层流动。

在未来全民阅读提质增效工作中，《行
动计划》就乡村、社区、企业以及公共场所阅
读设施的建设升级提出了指导意见。例如，
在乡村持续推进“香山书房”建设，鼓励农家

书屋与香山书房等其他阅读空间资源整合、
场地整合，并创新活动载体，融合乡村文旅，
营造特色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打造有好
书、有温度、有人气的阅读活动主阵地，建立
群众家门口的“充电站”；在住宅小区，推进
社区文化嵌入式服务，将公共阅读融入社区
生活场景，推动“新华悦读空间”试点，打造
一批小而美、融合图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

沙龙等服务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在企
业，继续完善“职工书屋”等文化活动阵地
建设，推动“职工书屋”成为企业标配，鼓励
设置阅读角、流动书柜等补充形式，保持书
籍新鲜度和多样性，为员工提供更多阅读
机会和便利。此外，在全市各旅游景点、地
标建筑、重点车站、候机室、码头、口岸等场
所，也将同步设立阅读区、图书角等阅读空

间，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必要的阅读设施。
综观全国公共文化阅读空间优秀案例，

不难发现，不少空间功能多元，链接资源、吸
引群众的能力较强。在《行动计划》中，也提
到推动全民阅读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
度融合，延伸香山书房、农家书屋等阅读空
间的功能，让全民阅读“活起来”“融起来”，
真正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米”。

■推动公共阅读空间“活起来”“融起来”

全民阅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事业，不断创新服务和管理方式，促进多
元投入，是促进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兴城
有效路径。根据《行动计划》，中山未来三
年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鼓励、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推动全民阅读长期深入开展。

据记者了解，中山在多元共建、人才
引领以及公益惠民等方面均有铺排。例
如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参与
和投入全民阅读，鼓励企业通过冠名、公
益赞助等方式主动参与全民阅读活动，
积极引入全国性标杆公益阅读项目，发
挥品牌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加强全民阅

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大阅读推广人
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培养和选拔一支阅
读推广人、领读员队伍。发挥民间阅读组
织力量，支持市阅读促进会等公益组织
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并鼓励和组织阅
读推广人、领读员深入社区、学校、企业、
产业园区开展阅读活动。

此外，中山亦会紧密结合“百千万工
程”，加快推进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城
乡一体化建设，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
性和便利性相统一，面向基层、面向群众，
着力保障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等困难群
体、特殊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保障全民
平等享有基本阅读权益。

■让阅读“抵达”更广泛人群

■创新服务和管理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南区街道沙涌村香山书房吸引市民来“充电”。（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