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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读书驿站为何能成为“顶流”？
数据显示，2021年全市借阅量排名前十的镇街馆，南海占了一半

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南海区图书馆发布总分馆2021年阅读报告。数据
显示，2021年，南海区图书馆总分馆的总进馆人数为2589799人次，其中读书驿站进馆人
数为1911931人次，占全区的73.83%。而全市借阅量排名前十的镇街馆，南海占了一半。

相对于传统图书馆，南海的读书驿站为何能成为“流量”担当？从这些“顶流”的读书驿
站中，我们又能发现哪些南海领跑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密码？

2022年“书香南海”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

为提升“书香南海”品牌魅力，南海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联合区直相关部门和各镇（街道），共同

举办“南海再出发 阅读向未来——

2022 年‘书香南海’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阅读节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并

计划开展14项主要阅读活动，包括4·23

“共读半小时”活动、“我的南海故事”征

集活动、“新时代好少年·强国有我”“朝

阳读书”活动、南海区第六届“书香伴我

行、好书我推荐”展示活动、“让百万人

爱上阅读”亲子共读品牌成长计划、“送

书进企业”活动、国际儿童图书日系列

活动、“心天使”成长教育课堂、“科普进

社区”活动、佛山市第二届全民阅读月

南海系列活动、第九届南海故事会——

“少年正青春，当诵红史，阔步跟党走”

活动、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图片展及图

书漂流活动、各镇街特色活动以及民营

书店系列阅读活动。

首创读书驿站
打造家门口的图书馆

借书和还书，只能局限在镇上的

图书馆，这是10年前市民碰到最多

的“阅读烦恼”。2013年，“南海县

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文化部

正式公布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趁此东风，南海区

图书馆在桂城万科金色家园开设了

首间读书驿站。

随后，“智慧图书馆——24小时

读书驿站”建设工作在南海铺开，市

民与阅读的距离也逐渐被拉近。“以

前带孩子看书，得开半小时车去城

区，现在过个马路就能实现。”大沥镇

大镇社区居民林颖欣说，几乎每天下

午4时，她从幼儿园把儿子接回来就

会到大镇社区读书驿站看1小时书，

这已经成为母子的生活日常，“孩子

慢慢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是送给孩

子成长最好的礼物。”

从“全民阅读”走向“全民悦读”，

林颖欣满满的获得感是南海构建

“10分钟阅读圈”成效的一个缩影。

从2013年起，南海开始试点建设智

慧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社区书

吧）。截至目前，南海已建成公共图

书馆205间，其中读书驿站189间，

逐步构建起“在身边、可触及”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读书驿站项目由南海区图书馆

首创，并于2016年被评为省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近年来，我

们一直在打造家门口的图书馆，让阅

读成为一件公平的事、简单的事、平

常的事、省心的事。”南海区图书馆馆

长陈渊说。

读书驿站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品

位和文化氛围，也让越来越多市民就

近享受“悦读”时光。数据显示，南海

每借出10本图书，有6本从读书驿

站借出，从侧面反映了读书驿站的建

设精准对接了群众需求。

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建设是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

重要尺度。南海四度荣膺“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区）”，文化

润民是其中一个重要密码。当

前，南海提出要打造现代化活力

新南海，而坚持以文润民，不断

提升公共文体服务效能则是其

中一个重要举措。

读书驿站是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内容，可以折射出一座

城市的温度。为此，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南海区率先开启公

共图书馆城乡一体化建设，并

于2021年印发了《南海区智慧

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社区

书吧）全覆盖建设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将“智慧图书馆向基

层延伸，优化提升全民阅读服

务”列入重点解决的民生实事

项目，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实现智慧图书馆全覆

盖建设。

根据计划，到2022年底南

海将在全区146个未建成读书

驿站的村居建设读书驿站，在全

国率先推动智慧图书馆村居全

覆盖，构建南海区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和城乡“10分钟文化圈”

的现代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届

时，全区读书驿站数量将增加到

326间，达到每1万常住人口拥

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国际先进

水平。

南海还出台一系列政策，撬

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南海区

读书驿站建设采用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的方式，破解传统图书馆

建设面临的人员、经费、阵地局

限等瓶颈问题。通过“以奖代

补”，南海调动区、镇两级财政及

企业、村居和各类机构等社会力

量参与读书驿站建设的积极性。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至

2020年，南海区政府财政共奖

励读书驿站建设2640万元，撬

动社会建设资金超过8000万

元。2021年，奖励办法从原来

一个奖补标准调整为分三级奖

补，推进全覆盖建设的146间读

书驿站预计奖补超2500万元，

预计撬动社会建设资金超5000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区图书

馆还成立三个中心（管理中心、

配书中心和采编中心）支撑读书

驿站的统一运营管理。其中，管

理中心能够实现读书驿站的远

程管理和安全监控；配书中心保

障读书驿站的日常管理，定期图

书更新，使全区的图书资源循环

流动；文献采编中心以“三统共

享”机制为推手，实现区内图书

资源的合理配置。

打造“小精美特”
新型文化空间

近日，金融城读书驿站火爆出

圈，这座特别的读书驿站成功斩获

了有着“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

iF国际设计大奖。

金融城读书驿站位于桂城街道

金融城广场，其设计灵感来自平洲

玉器街。从外观上看，其建筑墙面

铺满了中文笔画元素，木质外观结

构更显古朴的气质；从内部空间来

看，其采用玻璃拱顶与木质阶梯，简

洁大气，采光通透，并融合了时尚元

素，市民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舒适角

落，在沙发、椅子、凳子上或席地而

坐，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

金融城读书驿站斩获国际大

奖，正是南海打造“小精美特”的新型

文化空间的鲜活例子。据悉，为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从

2019年起，南海区读书驿站建设便

迈出了“美”“好”“新”的发展步伐，并

打造了25间各具特色的读书驿站，

包括位于三山森林公园山顶的桂

城·三鸣台站、位于西江河一座原生

态江心小岛的九江海寿岛站、位于

西樵听音湖边的西樵观心小镇读书

驿站。

逐渐涌现的“网红读书驿站”如

繁花绽放，它们集人文、艺术、创意、

生活、观光于一体，以设计为形、书香

为魂，吸引无数年轻人打卡拍照、休

闲社交，成为城市中一个又一个精

神驿站。

其中，西樵观心小镇读书驿站是

南海区首间文旅融合的特色读书驿

站，2020年10月入选广东省文旅创

新融合“粤书吧”试点，与小镇文旅项

目形成良性的业态共融、功能互补。

“读书驿站城乡全覆盖不是我

们的最终目的，我们需要打造更多

的主题驿站，满足市民的各种读书

需求，甚至成为市民游客来南海打

卡的目标。”南海区图书馆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南海正在打造桂城洞

见书屋、九江国风园读书驿站、大沥

六村社区智慧图书馆这3间特色读

书驿站。其中，洞见书屋毗邻桂城

极限运动公园、尖东河岸“水上乐

园”，以“运动+智慧图书馆”为主题；

九江国风园读书驿站则在原有的旧

蚕房重新装修改造，保留自身韵味

的同时，打造“立春”“夏至”“秋分”

“冬至”四大功能区域。

从阅读到“悦读”

在全国率先推动村居智慧图书馆全覆盖

从城市到乡村

从“有”到“精”
南海区图书馆总分馆

2021年阅读报告亮点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 南宣董健平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2021 年，南海区图书馆总数达

205间，其中读书驿站189间，人均

密度赶超英美。

●佛山市借阅量排名前十镇街馆，

南海占一半，分别是桂城图书馆、狮

山图书馆、大沥图书馆、西樵图书

馆、里水镇图书馆。

● 2021 年全区文献馆藏总量达

327.1万册，居五区之首。

●南海每借出10本图书，有6本从

读书驿站借出。

●至 2022 年底，南海计划在全区

146个未建成读书驿站的村居建设

读书驿站。

●预计到2022年底，南海区读书驿

站总量达326间。

●2021年，南海区年人均公共图书

馆购书经费为2.90元，较上年增加

1.39元，增长率92.06%。

●2021年，全区新增注册读者1.6万

人，累计达 19.8 万人，同比增长

32.23%。

●2021年，全区到馆读者人数 259

万人次，较上年增加66.91%。

相关链接

■狮山广佛新世界读书驿站环境优美。

■大沥大镇社区读书驿站开展亲子共读活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位于三山森林公园山顶的桂城·

三鸣台读书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