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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与书房“双向奔赴”
暑期全市香山书房人流量约84万人次，同比增超四成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是香山书房的一大特色，今
年暑假，香山书房更是将活动之路拓宽，不断拓展着
文化交流的边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与广泛好评。

每逢周六日，“香山书房之约”便如期而至，11场
“香山书房之约”吸引了超 500人次参与。亲子阅读、
书法探寻、粤语课堂、手创皮影乐……新颖有趣的
活动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保
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香山书房策划开展“2024年中山市暑期文化推广
活动暨‘广·深·中’共读交流会”，邀请深圳、广州知名
儿童阅读推广专家到紫马岭公园香山书房开展阅读
推广交流，专家们倾囊相授，现场家长大呼“受益匪
浅”。同时联动市教育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
和镇街，开展超200项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文体活动，覆
盖全市、贯穿暑期，让中山广大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
活跃、健康、安全、充满文化气息的暑期。

此外，有关方面还开展“书房探秘 书海奇遇 青
少年儿童阅读习惯养成记”活动，引导青少年读者在
图书馆、各香山书房阅读马拉松和集章打卡，享受书
香假期。该活动吸引了约 1500人次参加，不少小读者
挑战手册收获印章“大满贯”。

香山书房积极与社区、学校等单位合作，将文化
服务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例如走进社区举办知识讲
座和阅读活动，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
的滋养。这不仅丰富了书房的活动内容，也加强了书
房与社会的联系，使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深入。

■活动走“宽路”

这是一个活动丰富的文化交流平台

日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2024年广东最美公共文化新空
间”名单，中山市文化馆非遗主题香
山书房和紫马岭公园香山书房榜上
有名。书房葆有活力，离不开有效、
长足的创新运营。

今年以来，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山纪念图书馆着力加强香山书房
规范化运营管理，包括强化各香山书
房日常运营指导，建立“一书房一档
案”，加强图书流转更新，帮助各书房
规范化开放、优化细节管理、拓展文
化服务。同时，出台《中山市“香山书
房”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山
市“香山书房”退出机制（试行）》，健
全香山书房运营管理机制，强化“控
量提质”，增强整体集聚效应。

暑假期间，中山纪念图书馆学
习“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形式，组

织香山书房社会运营主体交流座
谈，相互借鉴管理经验，启发创新运
营思路，相互链接导入资源，互学互
访互助互促，开辟创新发展新赛道。

香山书房创新优化宣传推广，
创作“香山书房 live in 中山”特色
MV，演唱传唱度高的经典歌曲，刷
新宣传广角，用“音乐+阅读”治愈生
活烦嚣，为群众带来崭新文化体验。
结合第十六届中山书展总体安排，

“书香中国万里行”媒体代表团走街
串巷，领略香山书房之美、阅读之
美、书香之美，受到一众媒体认可。

“香山书房的布局不仅紧密贴近市
民生活圈，更实现了全市范围内的
广泛覆盖，极大地提升了市民阅读
的便捷性。”经过两天的参观及采
访，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徐嘉伟表
示，无论是公园之中还是植根于村

（社区）的香山书房，都展现了其共
性——“贴近性”，让更多市民读者
在“家门口”实现了取书、借书、还书
等环节，这对于激发公众阅读兴趣、
促进全民阅读习惯的养成具有不可
估量的作用。

暑假期间，第 33届奥运会中山
体育健儿陈艺文、汪雪儿，也到访华
侨公园香山书房，被香山书房优雅
的阅读环境所吸引，积极评价香山
书房服务市民的作用。

香山书房以书为媒，以多彩活
动为纽带，在运营之路上，不断探
索新的活动形式和服务内容，各自
发挥“比较优势”，将读者们紧密联
系在一起，努力顺应群众多样化的
需求，成为文化兴城中显眼的“脉
络”，更成为市民口耳相传的文化乐
园、树立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脊柱。

■运营走“新路”

这是一个温馨蓬勃的社区互动中心

在拓展受众上越走越远，意味
着香山书房不仅仅满足于当下的服
务，更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它不断创
新活动形式，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满
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无论是举办亲
子活动、青年论坛，还是文化讲座，
香山书房都在努力为每一个人提供
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里，体验
温暖。

暑假期间广泛发动青少年加入
“志愿服务”行列，不少学生利用暑
假报名到香山书房做志愿者。7月的
金钟湖公园香山书房，暑期青年志
愿者便如约而至。这已经是大学生
梁凌嘉第二次成为书房志愿者，在
书房，梁凌嘉要负责引导读者、打扫
卫生、整理书架等工作。她调侃说，
阅读可以为读者打开新世界的大
门，而她就像一个开门人。“其实服

务读者时，我是感觉不到累的。听到
他人的感谢，看到他人的微笑，我会
觉得很满足，同时我还收获了不一样
的经历，做志愿者的每一天，都非常新
奇有趣。”有时候完成了任务，梁凌嘉
也会静下来阅读。长时间待在一个充
满书香氛围的地方，她甚至感受到自
己的心情在夏日炎热的天气也变得沉
静柔和。

去年 8 月，中山启动“香山书
房”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超 2000 名
志愿者、23支“香山书房”青年志愿
服务队伍，定期、积极、有序前往香
山书房，参与图书管理、咨询引导、
日常维护、协助主题活动开展等志
愿服务，助力书香中山建设。2024
年 7月和 8月，全市香山书房志愿服
务参与人次共 5968人次，服务时长
22173 小时，即每人每次平均服务
约 3.7小时。

一批又一批心怀阳光的青年
人，为书房注入了青春的活力，同
时，书房也用质朴深沉的文化氛围，
反哺着这群成长中的青年人。

市政府办公室等机关党员干部
也加入香山书房志愿服务，一方面
服务书房日常管理、图书整理、秩序
引导、活动辅助，另一方面利用闲暇
阅读“充电”，调剂工作和生活节奏，

“一箭双雕”收获充满正能量的社会
实践体验，用实际行动为书香中山、
文化兴城出一份力。

如今，香山书房不再是面向读
者的单一输出，而是读者参与共建
共享的互动平台，当然，它之所以成
功“转型”，还在于它的开放包容。无
论年龄、性别、职业，每个人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并将
书房融入进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新
的生活方式。

■受众走“暖路”

这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日常生活空间

儿童文学作家陈佳同在香山书房与同学们进行文
学写作交流。（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或在书房中徜徉，寻找自己喜爱的书

籍，坐在舒适的座椅上静静阅读；或带上备

考资料，一支笔、一杯水，让知识充实进大

脑；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来到这里，放松身

心，忘却疲惫……刚刚结束的暑假里，香山

书房人流如织。

群众走向书房的同时，书房也在主动靠

近群众。为了让书房拥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今

年暑假，香山书房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还

广泛发动青少年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创

新优化香山书房宣传推广。在一系列贴近

群众的举措下，7月 1日至 8月底，全市香

山书房人流量约 8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约 42%。这让我们看到了香山书房

更加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可能性，它不再

仅仅是一个阅读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交

流平台、一个日常生活空间、一个社区互动

中心。

见习记者 颜子怡
7月20日，家长带孩子来金钟湖公园香山书房看书。（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