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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下一步，按照文
化和旅游部关于建设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的工作部署
和要求，广东文化和旅游厅
将进一步拓展和充实粤书吧
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定义
和内涵，计划拟定《广东省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发展
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创新打
造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品
牌，创新资源供给与服务方
式。 还 要 通 过 短 视 频 等 多
元方式加大对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的宣传和推广,进一
步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
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

11 月 22 日印发的《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
规划》中，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在“主要任务”一项中提出，
要聚焦产业融合和服务品质
提升，进一步完善现代旅游业
体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中，就包括优化旅游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推动粤书吧类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与旅游服务中
心融合发展示范点建设，实现

“主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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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和充实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定义和内涵

首批86个粤书吧一吧一特色1
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自2020年开始，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悦读书 粤旅游”粤书吧文
旅融合创新发展项目，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以公共阅读服务、
全民艺术普及为主要功能，兼
顾活动、展示、休闲等多元服务
功能。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了

《广东省“粤书吧”建设指引》
《“粤书吧”必备书目》等规范指
引，按照选址条件、建设模式、
运营管理等要求，推出首批 86
家粤书吧试点，打造一批先行
先试典型样板，在全省范围进
行推广，粤书吧建设成为广东
公共文化文旅融合和引入社会
力量的重点抓手。

至2020年 12月，首批86个
粤书吧试点建设完成，采取全
省统一标识，通过嵌入方式，在
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机场、客
运站等单位，设立当地图书馆
分馆或服务点。各地粤书吧建
设热情高涨、各具特色，基本形
成“吧吧有主题，一吧一特色”
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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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借书、看书、享受公共阅览的人，一定要去图书馆？广东人可能会给出一个不同的
答案。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广东众多旅游景区、历史文化街区、公园、酒店、民
宿、书店显著位置的粤书吧，正逐步进入更多市民和游客的视线。它们既是众多公共图
书馆的“便民终端”，又是读书休闲的好去处，甚至已成为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作为2020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品牌，在“悦读
书，悦旅游”的服务理念下，粤书吧以“图书馆+旅游经营单位”为模式建设，结合了文化与
旅游优势资源，一出街便深深地吸引着市民与游客。近日，2021 年度粤书吧建设最佳实
践案例评选结果出炉，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广州千年古都商业街区粤书吧系列”等14个
案例成功入选。近年来，广东全省各地粤书吧、佛山南海“读书驿站”、深圳“简阅书吧”、
河源源城“槎城书吧”、韶关“风度书房”、中山书房、深圳盐田“智慧书房”等品牌的新型阅
读空间相继建成并形成规模。

2000多家粤书吧类新型阅读空间以舒适环境、智能服务、多元活动丰富用户的感受
与体验，延伸传统社区阅读空间的服务触角，推动南粤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也为广东探索出一条文化、阅读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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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水乡民宿里的诗和远方A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

有没有在行万里路中也能读万卷书的
两全其美之法？在佛山市顺德区逢简
水乡，就有了把图书馆开进民宿的尝
试，让游客在这里就能遇见诗和远方。

近年来，逢简水乡旅游景区的
游客多了，民宿多了，以民宿为载
体的新型阅读空间也逐渐兴起。来
自东莞的谭先生夫妇俩，正在逢简水
乡核心地段的梁公馆客栈民国书舍
粤书吧里，喝着咖啡看着关于民国历
史主题的书籍，享受着休闲旅游生
活。他们告诉记者，这里摆放的留声
机、拨号电话、老照片等物件，让人仿
佛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这
样的环境看起怀旧书来更有意境”。

梁公馆是逢简水乡最早开设的
民宿之一。主人翁舒韵介绍，这栋
三层小洋楼是丈夫的爷爷奶奶在上
世纪 30 年代建成的。2015 年，趁
逢简水乡旅游兴旺，他们将这栋老
建筑改造成民宿，也让在外地的族人
回乡有个落脚点。整体风格选用祖
父母最喜爱的当年华洋结合的民国
住宅风，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房间都
摆放着别出心裁的怀旧物件，还原当
年的生活场景，“奶奶喜欢张恨水的
小说，所以我们的客房都以张恨水的
小说命名，房中也摆放着小说读
本”。大堂咖啡厅的书架上也有不
少民国时期的小说和名人传记。

2018年 9月广东省首届旅游文
化节上，梁公馆客栈被省旅游局评
选为广东省十大最美民宿。梁公馆
客栈致力为大众提供亲近水乡文化
和民国风情的阅读资源和氛围，十
分符合粤书吧的建设条件，2020年
5 月，在佛山市文广旅体局的指导
下，他们与佛山市图书馆签订了
《粤书吧项目合作协议》，定名为
“民国书舍”粤书吧，纳入佛山市联
合图书馆体系进行建设、运营，收
藏展示民国时期的文学、历史、社
会风貌、学术研究、人物传记等书
籍，以“民国故事”为主题，打造梁公
馆专属活动品牌。在佛山市图书馆
经费资助下，专门对一楼大堂进行了
改造，统一订制一批具有怀旧风格的
实木书架；调整出约50平方米的阅
览区，提供30个阅读座位；更新了二
楼平台花园的桌椅、阳伞，增加了户
外约150平方米的阅读和休息空间，
提供20个阅读座位等等。

在“民国书舍”粤书吧书架的显
著位置，记者看到了首部全景描述

20 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
运剧烈变迁的巨著《南渡北归》三
部曲。翁舒韵介绍，作为粤书吧负
责人，其按照民国主题开列图书目
录，由佛山市图书馆配置图书。《南
渡北归》三部曲是她特别列入书目
之中的，“因为‘三部曲’一直是我和
很多读者的梦寐读物，但平时实在
太受欢迎了，一般在各大图书馆很
难完整借阅到，佛山市图书馆把这
套好书送到‘民国书舍’粤书吧，现
在也是这里最热门的书籍。”

翁舒韵介绍，开列书目后，十天
左右书籍就会从图书馆调到粤书
吧，如果没有，图书馆会采购新书
送来。现在民国书舍一楼陈列了
1100多册图书，以民国故事类和旅
游美食类为主。二楼花园户外阅读
区，每周六晚上播放老电影，公益
电影对民国书舍的读者、当地村民
和游客都免费开放。翁舒韵和朋友
还每月最少两次在周六下午向读者
开展主题讲座，开设了民国歌星、
广东粤剧发展、民国服饰文化等主
题讲座，常常座无虚席。

书香留住了匆匆旅行的游客。
翁舒韵说，常有客人被粤书吧陈列
的书籍深深吸引，在退房时还在看
书，到中午都舍不得走。更有客人
在逢简的两天时间，一直待在民宿
看书，退房时还申请将没看完的书
带回家看，阅毕再寄回来。“民国书
舍”粤书吧客观上增加了梁公馆对
游客的吸引力，大堂咖啡厅的消费
和客房入住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佛山市图书馆副馆长张萌认
为，以民宿为载体，将公共图书馆
资源和文化服务引进景区及周边，
将图书馆和民宿、周边环境、历史
人文、民俗风情进行融合，建立各
具特色的民宿图书馆，不仅服务旅
客，也服务附近的村民。

借助图书馆开发的转借功能，
“民国书舍”粤书吧也实现了借阅
服务，十分便利，手机注册、扫码借
书、全市通还。此外，读者还可以
扫描二维码，通过手机阅读佛山市
图书馆提供的丰富的电子文献，获
得听书、看书等服务。

这样一来，图书馆+民宿的模
式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点的快速布
局，增加了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数
量和内容，同时，还将读者群体辐
射到了乡村，打通了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最后一米。

河源巴伐利亚庄园粤书吧 景区供图

万绿湖有了无人值守自助图书馆
正在筹备创建国家 5A 级风景

区的河源市东源县万绿湖风景区，
坐拥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堪称
珠江三角洲的“后花园”，每年接待
游客量约 200 万人次。2020 年 12
月 30 日，河源市图书馆立足实际，
在该景区设立了万绿湖粤书吧对外
开放。广东万绿湖旅游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周捷航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自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以来，万绿湖也非常重视文化氛
围的营造。万绿湖航班都是整点发
出，为了让游客在等候过程中有个
休闲好去处，他们在游客大厅功能
区中开设了河源市第一个粤书吧。
这是真正的文旅融合，让游客在一
湖秀水旁，也能感受到书香气息。

对此，游客杨女士高兴地说：
“等待坐船的时间一般都会玩玩手
机，平时没什么时间和孩子一起看
书，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书吧，可以
让我带着孩子一起阅读，旅途更加
充实了。”

河源市图书馆介绍，设立万绿
湖粤书吧是为了培育文旅融合创新
形态，拓展新型阅读空间，体现共
融开放的特色。根据需求，这里被
打造为一家互联网+智能化、以“万
绿湖”为主题的24小时无人值守自
助图书馆，是集“办证、查询、借书、
还书、续借、缴纳逾期费”等功能为
一体的全自助图书借阅场所。读者
可以刷脸、凭有效身份证或读者证
刷卡入内，找到自己心仪的书籍，实
现自助借还。同时凭一张读者证或
身份证可以在河源市地区内所有公
共图书馆、自助馆进行书籍借还，解
决了市民跨地区借还书籍的问题。

万绿湖粤书吧自开放以来，入
馆人次已超越6000人次，这无疑推
动了全域文化旅游及文化阅读发
展，为旅游景区提供多元发展的新
型阅读空间。以“图书馆+”的服务
模式，在自助图书馆举办各色阅读
活动、开展文化交流，也满足了不
同人群的多元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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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型阅读空间为群众办实事2
2021 年，粤书吧类新型阅

读空间建设被列入广东省政府
民生实事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任务，年内完成 50 家
粤书吧建设任务。截至 10 月，
广东省 2021 年新建成粤书吧
68 家，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在
粤书吧的示范引领下，各地纷
纷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新型阅
读空间建设探索，如深圳市盐

田区智慧书房、中山市共享阅
读空间、湛江市霞山区 24 小时
智慧书房、韶关市风度书房、河
源市源城区槎城书吧等项目初
具规模，为当地群众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

据统计，全省各地新型阅读
空间建设项目共 82 个，共建成
新型阅读空间 2000 多家，进
一步编实织密基本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扩大公共文化服务
覆盖面，增强实效性。韶关市
风度书房正在市-区（县）-乡
（镇）-村（社区）四级铺开；佛
山市南海读书驿站服务点广
泛 分 布 于 区 内 各 镇 街 ，目 前
已 建 成 187 家 ，实 现 平 均 每
1.52 万人拥有一间图书馆，真
正 打 通 服 务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里”。

不断创新“图书馆+”新模式3

以广州为例，为使合作实现
惠民最大化，广州市越秀区图
书馆利用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作
为图书行业龙头企业、拥有海
量国内外各类出版物，长期开
展线上、线下“你选书 我买单”
活动，真正做到公共图书馆由
被动“供菜”到读者主动“点菜”

的服务模式蜕变，让市民、游客
充分体验“公共馆藏我们说了
算”的主人翁幸福感。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图 书 馆 还
与广州传祺公园、广州市黄花
岗公园、广州动物园、广州市
中山纪念堂等合作共建粤书
吧 ，开 创“ 图 书 馆 + 公 园 ”模
式 ，成 功 打 造 花 园 书 吧 品
牌。记者在黄花岗公园就看
到 ，设 置 在 游 客 中 心 的 粤 书
吧 ，摆 放 了 不 少 革 命 历 史 书
籍 和 最 新 的 党 建 理 论 读 物 。
工作人员介绍，在这可以更容
易地获取文献资源，受到市民
游客的欢迎。

在广州市东湖路，广州市越
秀区图书馆与广东新华发行集
团合作在四阅书店内共建了一
所粤书吧，用“图书馆+书店”探

索公共图书馆与实体书店网络
化融合新模式；在广州市越秀
公园海员亭，他们与公园方合
作共建海员亭粤书吧，打造“文
化+文物+红色旅游”模式；他们
还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
员会、广州市公用公交站场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北京
路历史文化街区、新河浦历史
文化街区共建粤书吧，不断创
新模式。

截至今年 10 月，广州市越
秀区图书馆共建成 10 间粤书
吧，共接待市民、游客约 15 万
人。随处可见的粤书吧，加速
释放文旅融合的潜力，进一步
挖掘、利用老城区文化、旅游资
源，助推阅读成为市民、游客生
活的一部分。

当 前 ，广 东 省 正 在 以
建设开放包容的城市公共
文化空间为重要切入点之
一，打造各类符合岭南地
方历史文化传承气质和承
载所在自然地理环境、外
部空间特色的小而美的公
共文化空间，致力于将其
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精
神文化空间”和“社区交互
空间”供给。这些公共文
化空间纳入公共图书馆的
管理体系中，与图书馆的
专业服务、丰富的馆藏相
配合，能大大增强公众阅
读服务的可及性。

如 佛 山 市 图 书 馆“ 旅
图·晓读夜宿”项目、广州
南沙花园酒店粤书吧都是
致力于用户阅读服务可及
性 的 重 要 举 措 。 在 2020
年，佛山市图书馆推出的

“邻里图书馆”项目还获得
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的 国 际 营 销 奖 ，这
对于我们向国际社会讲好
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近些年，图书馆、书店
等各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正经历着从场所到场景、
从设施到服务和从智能到
智慧的深刻变化。粤书吧
类新型阅读空间“动态化”

“个性化”“场景化”“情境
化”的环境设计，结合即时
的阅读服务施加的影响，
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和接
受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促
进用户阅读与素养。

粤书吧类新型阅读空
间 场 景 和 情 境 的 不 断 丰
富，增加了公共空间功能
体验、服务形态和空间效
益，这种对用户休闲阅读
和非正式学习的支持，也
拓展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和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物理
边界，推动了学习型社会
的建设。

广东省粤书吧类新型
阅读空间的创建，不但对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有先行示范作用，而且在
空间设计、管理与服务等
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完善的
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
果和经验，可以为我国其
他省份和地区开展提供一
些案例经验和参考借鉴。

文旅融合背景下
新型阅读空间有很强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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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研究馆员，广东省图书馆学会未成
年人图书馆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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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湖路四阅书店

探索“文化+阅读+旅游”融合新路径

两千家新型阅读空间
相邀广东爱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