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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外借量创历史新高

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
深圳共有1125个服务网点（包含
804 家公共图书馆、321 台自助图
书馆）加入“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
体系，文献总藏量 6014.37 万册、
件，累计持证读者478.54万人，全
市持证率27.09%。2023年，统一
服务成员馆进馆读者 3368.79 万
人次，同比增长128.7%。

2023 年 ，文 献 外 借 量
2298.37 万 册 次 ，文 献 归 还 量
1594.24 万册次，同比分别增长
56.75%、52.75%，双创历史新高；
异地还书量 311.88 万册次，在 2
家及以上图书馆借阅过文献的
读者有 39.26 万人，均达历史峰
值，统一服务效能凸显；外借读
者人均借阅量34册次，年度外借
量最多的读者借阅文献 2857 册
次，再创新纪录；18～44 岁读者
外借量占比超六成，0～12 岁读
者人均借阅量41册，位列各年龄
段榜首。

经典名著焕发“新活力”

据报告，2023 年，读者通过
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检索系统
（OPAC）进行关键词搜索次数高
达 1924.67 万 次 ，同 比 增 长
108.22%。“西游记”以15.24万搜
索次数荣登OPAC关键词搜索排
行榜榜首，“活着”“明朝那些事
儿”首次冲入前三，“红楼梦”“三
体”等关键词常年位列搜索榜前

十，备受读者关注。
2014年初，深圳图书馆联合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
会，启动“南书房家庭经典阅读
书目”推荐推广十年计划，每年
推荐30种经典图书，用十年时间
向广大读者推荐适合当今中国
家庭阅读与收藏的经典著作，同
时持续配套举办立体化的经典
阅读推广活动。书目于每年“4·
23世界读书日”发布，至2023年
连续发布 10 期，共推荐 300 种
古今中外经典图书，推荐书目累
计外借量高达 206 万册次。全
国性学术会议“南书房家庭经典
阅 读 书 目 ”十 周 年 研 讨 会 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深圳图书
馆圆满举办。

2023年，文学类图书稳居图
书分类外借量排行榜榜首，各类
图书外借量同比增长显著，多部
经典文学名著入选 2023 年深圳

“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图书外
借综合排行榜。

云端阅读掌握“新流量”

据介绍，2023年，“图书馆之
城”统一服务市、区公共图书馆数
字资源全文下载量高达1.12亿次；
其中，电子书和有声书全文下载量
6499.12万次、期刊论文全文下载
量2020.36万次，深受读者喜爱。

2023年，“图书馆之城”统一
服务各成员馆联合推广全民阅
读，开展读者活动 2.8 万场次，参
与读者 2677.34 万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62.57%、43.71%。

羊城晚报讯 记者危健峰，通讯员韩招路、
古正华报道：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梅州各
地纷纷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通过集体读
书、朗诵经典诗词、举办书香文化节等，培养读
书好习惯，开阔视野，提升精神境界，让一缕缕
书香走进心灵、浸润心田。

与智慧同行，与书香为伴。在梅县外国语
学校小学部，第七届书香文化节闭幕式上，同
学们用朗诵、课本剧等方式，展现自己对书籍
的理解和感悟。该校小学部还在班级的教室
开辟了读书角，在走廊布置了书画区展示学生
的书画作品，并以此开展书香班级评比，激励
师生共同参与书香校园建设。同样，在梅县区
石扇镇的梅北中学“书香梅北”读书活动现场，
同学们纷纷走上舞台，满怀激情地分享他们对
于最喜爱的课外书的感悟。通过他们的演讲，
《简爱》《昆虫记》《骆驼祥子》《红星照耀中国》
等作品如画卷般展开，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深
入作品世界，感受其中的情感与智慧。

在平远县新华书店，一场别开生面的“悦
读新时代·经典伴成长”新课程经典诵读活动
正在举行。这是平远新华书店联合团县委、县
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粤读季”为主题的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通讯员汕宣报
道：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为倡导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全民阅读，营造书香汕头的城
市形象，汕头市于 4月 21 日举办 2024 年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并同步举行首场活动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纪念金庸先生诞辰
100周年读书分享特别活动，金庸之子查传倜、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资深媒体人胡
洪侠等嘉宾学者在现场深入解读交流金庸先
生的文学作品，各学校师生代表、金庸书友、港
澳书友等逾400人参加活动。

据悉，当天的活动由汕头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汕头融媒集团等单
位联合主办。活动上，汕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发出《2024年全民阅读倡议书》，倡议广大市
民积极参与全民阅读，营造书香汕头的城市形
象，并现场宣布启动“爱汕悦读——文明书香飘
鮀城”全民阅读主题“十个一”系列活动。

据悉，围绕世界读书日，汕头将开展为期
一周的“十个一”主题阅读系列活动包括向市
民发倡议书、举办“纪念金庸先生诞辰 100 周
年读书分享特别活动”；在相关书店、电影院举
办主题书展、影展；在电台、廻澜讲古台做专题
读书分享节目；以书为媒，组织青年联谊阅读活
动；在校园、书院举办流动书展和主题阅读活
动，让书香满溢全城，让市民爱上阅读，推动新
一轮汕头市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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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夜课堂”开启西
乡美妙夜生活

“能够在下班后与姐妹一起练瑜
伽，不仅身体健康了，心态也变年轻
了。”西乡居民朱女士说，自社区“薪火
夜课堂”开办以来，她一直参加瑜伽课，
从未迟到、早退、缺课，“晚饭后上瑜伽
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按照宝安区委组织部统一部署，西
乡3月启动“薪火夜课堂”计划，依托辖
区党群服务中心、薪火小站、暖蜂驿站
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更多更好
的党群服务。

瑜伽课、高尔夫课、亲子音乐课、书
法课……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让“薪火
夜课堂”逐渐成为西乡党员群众“愿意
来、喜欢来、经常来”的“红色家园”。

此外，为满足上班族、学生、年轻人
等群体需求，西乡街道将依托 71 个薪
火小站，设立“薪火放映厅”，进一步丰
富“薪火夜课堂”内涵。同时，计划推出

“周末不打烊”活动，开设美妆穿搭、瑜
伽普拉提、咖啡制作等课程。

除了丰富市民夜间和周末生活，西
乡还针对居民提升职业技能、创业就业
的需求，在“薪火夜课堂”引入公共营养
师、外卖平台运营等资格考试课程；在

工业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企业管理、
法律等培训课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力争将“薪火夜课堂”打造成为西
乡做好惠企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服务港”。

“客厅里的党课”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
是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

新春伊始，西乡不断推动街道培训
阵地前移，开展“客厅里的党课”，让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

据了解，西乡采用“党校+社区宣讲
员+志愿者+退休老干支部”的方式，专
门组织一支 250 人的宣讲队伍。他们
沉入一线，入户走访，将党校课堂搬到
居民家中，为行动不便参与党委集中学
习的“五老”以及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残
障人士、困难群众送上精神食粮的同
时，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需要，
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河西社区居民赵老是一名老党员，
他手捧宣讲队送来的《昔·乡（1940-
2000 画册）》感慨万分：“这个地方是我
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参加过建设
……西乡撤镇设街 20 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西乡建设的接力棒已交

到你们年轻一代手中，希望你们让西乡
走得更快，发展得更好。”

“党课送上门 服务到万家”，“客厅
里的党课”不但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补
上党的思想、方针、政策的“党课”，也为
基层干部补上了“连民心、增感情”的“党
课”，更是打通了党和居民的联系渠道，
链接起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大课堂“推倒围墙”激
发基层党建新动能

西乡紧扣“再造一个新西乡”的使
命任务，构建条网支撑，将“街道党校+
薪火夜课堂+长青老龄大学”课程融
合，将理论精品课融入帮助居民就业创
业的素质技能课和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中，采用“党性教育”结合“实践体验”

“线下课程”结合“云端课程”“引进来
讲”结合“走出去学”“固定讲学”结合

“流动送学”的方式，使基层党建服务群
众的形式多样鲜活。

此外，西乡充分利用社区、园区、历
史遗迹等资源，拓展培训课堂，形成以街
道党校为主阵地，25个社区分教点为主
辐射，71个薪火小站为支撑点，长青老
龄大学、绮云书室、廉政教育基地王大中
丞祠等教学点为补充的“1+25+71+N”
阵地体系，构建一核多元、全面覆盖的全
域党校，赋能西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层党建怎么
干，才能更贴近群众，
更好地服务市民？今
年以来，深圳市宝安
区西乡街道围绕“推
倒围墙，点亮薪火”这
一培训理念，让更多
基层群众走进党群阵
地，为超大型街道“党
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势赋能。

文/图 朱文庆 于丹 殷小晰

西乡径贝社区“薪火夜课堂”亲子音乐会上，小朋友们认真听讲

深圳图书馆、深圳图书
情报学会发布阅读报告揭示
2023年深圳市民阅读情况

“图书馆之城”
全年人均借书

34册次
2023年，是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20周年。

在第29个“4·23世界读书日”暨第9个“深圳未成
年人读书日”之际，适逢第36个“全国公共图书馆服
务宣传周”，4月23日，深圳图书馆、深圳图书情报
学会发布《2024 年深圳“图书馆之城”阅读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揭示
2023年深圳市民阅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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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香浸润心田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道：日前，“浸
润书香 阅动禅城”2024 年佛山市禅城区全民
阅读活动、第十三届少儿读书节启动。同时，
禅城紫薇星空自助图书馆开馆。据介绍，禅城
区将围绕佛山“十大传统文化”开展一系列全
民阅读活动，让深厚文化底蕴彰显时代价值。

目前，佛山正在擦亮历史文化名城品牌，
激活粤剧文化、功夫文化、龙舟文化、龙狮文
化、陶艺文化、工匠文化、美食文化、秋色文化、
祖庙文化、忠义文化等“十大传统文化”。

今年的禅城区全区全民阅读活动将紧紧
围绕传承和弘扬佛山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广东
高质量发展故事开展，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读者参与其中。今年
的重点活动主要包括“润泽童年 阅向未来”
2024年禅城区第十三届少儿读书节、“跟着书
本去旅行”——传统文化之旅、粤夜粤美“夜读
禅城”经典国学之夜、禅城区第四届全民阅读
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助力“百
千万”科普课堂进社区等。

其中，禅城区图书馆面向全区少年儿童举
办2024年禅城区第十三届少儿读书节。本届
读书节将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禅城区推动佛
山“十大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活动时
间从今年4月持续到9月。

佛
山

让“十大传统文化”
与阅读相遇

琅琅讲书声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惠州
市光正实验学校小学部都会开展由学生主导主演的《少年讲书人》课
程，3013位学生徜徉在书海之中，成为校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2020年以来，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小学部探索建立经典课程《少
年讲书人》，连续五季参与广东省“少年讲书人”评选，每一季都吸引了
超一半的学生踊跃参与，每一季都有上百名学生喜获佳绩。时值“世
界读书日”，记者走访了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探访“少年讲书人”背后
的故事。

3分钟“花式”讲书浓缩精华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红裳》……”在“少年讲书人”的课堂上，学生
分享着自己喜爱的读物，讲述心得体会。主讲学生妙语连珠，始终保
持着热情洋溢的状态，赢得了在场同学的阵阵掌声。

这一幕在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小学部66个班级上演着。据该校
小学部校长尹叶锋介绍，“少年讲书人”课程是该校“向阳花”校本课程
中的一大特色亮点，由学生们轮流上台，限时3分钟推荐一本书籍，进
行同学互评，“30分钟的课程全场由学生主持，学生自主主导”，尹叶锋
自豪地说。

“少年讲书人”课程推荐的书籍丰富多彩。五年级教师刘坤介绍，一
二年级学生爱分享百科知识类书籍和童话故事；三、四年级学生一般分
享生物学著作如《昆虫记》,或传承红色基因的读物如《小英雄雨来》等；
五、六年级学生会分享一些浓缩时代人间百态的小说如《城南旧事》，经
典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原本呆板的文字符号，在学生入情入
境的朗读中，瞬间鲜活起来，整个校园氤氲着浓厚的书香氛围。

“讲书”过程融入本土历史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适当地引进本土的历史文化故事，如《苏东
坡在惠州的传说》《叶挺将军的故事》《客家围屋的故事》等。“有的学生
是客家人，还会结合实际生活，讲述梅干菜的制作方法，大受欢迎！”尹
叶锋说，同学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沉浸于人物身上动人的故事，也感受
着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开阔文化视野，丰厚文化底蕴。

来自四年级11班的张紫涵年纪小小，却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成
为了“小名人”。她曾获2024年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国赛一
等奖；2023年广东省第二届“红心向党·革命故事会”活动荣获B组二
等奖的省级奖项；2023年广东省《少年讲书人》（第七季）以三四年级组
别第一名的成绩荣获省总决赛“书香之星”；2023年第六届“广播之声”
全国青少年艺术节国赛金奖；2023年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活动
全国少儿B组卓越之星总分第一名。

张紫涵乐于与他人分享阅读的喜悦，在父母帮助下，她开设了分享
书籍和阅读感悟的公众号，通过文字稿或视频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书
评，还能推广惠州本土文化。

轮流上台“讲书”培养阅读习惯

《少年讲书人》建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尹叶锋介绍，一开始是以
“我最喜欢的动物”等主题性话题，由老师引导学生演讲朗诵，也尝试
过亲子阅读等方式，“但这些方式都只是让学生成为了被动接受书籍
的容器，不能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少年讲书人》成为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最佳选
择。首先，每个学期学生需要轮流上台3—4次，这就要求学生深度阅
读，培养了阅读习惯。其次，学生需要写稿，将一本书的精华浓缩，培
养了写作习惯。然后，学生要上台演讲，培养了语言表达能力，还能让
学生更加自信、不怯场。

尹叶锋介绍，《少年讲书人》课程开展以来，屡获殊荣。在广东省
教育学会主办的“阅读向未来 逐梦新征程”广东省《少年讲书人》（第
七季）展评活动中，全省共有超过15万名选手积极参与，学生张紫涵以
第一名成绩荣获总决赛“书香之星”称号。此外，218名同学荣获“优秀
讲书人”称号，杨棉惠等32名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惠州市光正
实验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

这所小学
全员“少年讲书人”

小“讲书人”正在讲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贺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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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讯员陈韵文、
苗苗报道：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当天，“品
味书香·享阅读之乐”——2024 年粤港澳桂琼

“共读半小时”广州主会场阅读活动在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共包括“书香致
远”“诗以言志”“放歌未来”三个篇章，由该馆
青年馆员领读《复兴颂》等慷慨诗文，并带领读
者快闪齐读隽永诗词。

“共读半小时”活动自2016年启动，迄今已
连续举办八届。基于 2023 年广东地区公共图
书馆发起成立的华南地区图书馆联盟，2024年

“共读半小时”活动联合广西、海南开展“粤港
澳桂琼”五地共读，加强城际阅读文化交流，推
广全民阅读。

在“书香致远”篇章中，《世界读书日，一起
去读书吧！》引领大家透过字句之窗，窥见无垠
天地与深邃时空。青年馆员们以轻松愉快的语
调向广大读者道尽阅读之效、描绘阅读之美，
鼓励读者潜心读书、敏于求知，在阅读中知遇
古今中外贤达名家，体会读书之乐。

历代弦歌不绝，今朝诵读永续。青年馆员
还身着古装，演绎温润典雅的《美哉，诗经》、气
势磅礴的《问天》等，以诗言志。驻足观看的读
者纷纷向舞台靠拢，与馆员一同快闪齐读。青
年馆员们还诠释了《放歌大湾区——写给大湾
区的情诗》《复兴颂》等作品。

粤港澳桂琼五地
“共读半小时”

深圳宝安西乡：

“推倒围墙”探索“大课堂”
为超大街道党建引领聚势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