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都来，风雨无阻，从不看手机”1

2021年11月9日/星期二/ 湾区新闻部主编
责编 吴彤 / 美编 温亮 / 校对 黄小慧 A14别报道特

第22届深圳读书月如期而至，主题为“诗书礼乐·文明盐田”的读书月盐
田分会场活动也于9日启幕。在盐田，步行1.5公里，人们就能遇见一个集科
技、创意、文化、颜值于一身的阅读空间。在这里，“蓝天白云常做客，山海港城
入画来”，分布于全区的智慧书房，也是画中一道靓丽风景线。

从2018年首间书房“听海”落成至今，智慧书房给山海盐田又增添一份诗
意。它们是年轻人和游客必来的打卡点，冲上了全国最热门新景点前十；它们
也是居民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是退休老人每日必到的阅读之处，也是亲子
阅读的最便利场所；它们更是城市难得一见的美丽风景线，成为“引流”和助推
城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软实力……

身在深圳这座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图书馆之城，盐田智慧书房用一盏
盏阅读的灯光点亮城市天空。而其构建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为全国提
供了示范和参考意义。

“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
是图书馆的模样。”作家博尔
赫斯曾说。

馆方用一串诗意的语言
串起这 10 间书房：从历史气
息浓厚的“中英街图书馆”出
发，“邂逅”阅读时光，让“灯
塔”点燃阅读激情，在阅读的
时空“遇见”另外一个自己。
再穿越一片“春天海”，到美丽
海滨栈道的“悦海”小憩。走
近海边，有一个“栖息”地值得
停留，然后沿着黄金海岸线，

“望海”浩瀚无垠、“听海”波涛
沉吟，最后在“观海”追忆红色
岁月，在绿道书香中饱览山海
风情……

确实，智慧书房是快节奏
都市生活中的“诗与远方”，

“白月光”一般的存在，成为城
区的“精神坐标”。这背后，城
区崛起的综合实力也不容小
觑。一路走来，盐田深入推进

“产业兴盐”“创新驱动”，全力
以赴拼经济，地区生产总值接
连跨过500亿元、600亿元两个
大关，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首次
位居全市各区首位，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
成就。将目光放在最近这五

年，有多项“首次”“第一”“冠
军”的字眼出现在盐田的“成
绩单”上：2020 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5.8%，近 17
年来GDP增速首次跃居全市第
一；盐田港吞吐量达 1334.85
万标箱，创造单一码头以最短
时间实现 2 亿标箱的世界港
口新纪录……

“今日之盐田，已经来到
建区以来发展势头最好、品质
提升最快、人民实惠最多的黄
金时期，已经成为深圳最有发
展活力、最具发展潜力、最富
发展动力、最显特色魅力的城
区之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党组成员，盐田区委书
记陈清的这席话，十分振奋
人心。未来五年，盐田还将
迈 向“ 千 亿 城 区 ”，人 均 GDP
有 望 突 破 40 万 元 。 经 济 发
展的同时，城区魅力在加码、
民生福祉在增进。可以说，
在盐田，“月亮与六便士”可
兼得：“月亮”常亮，照亮着人
们的精神世界，融入“万家灯
火”中；“六便士”遍地，“黄
金时期”经济腾飞，城区打开
新的想象空间，充满了各种发
展机遇。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
会主任李国新：

十九大以来，特别是进入
“十四五”，整个经济社会都在
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也需要
高质量发展。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的建设是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点任务之一。今年发
布 的《关 于 推 动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 十
四 五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规 划》中 ，都 提 及 了 新 型
公共文化空间。我总结文件
中 提 及 的 新 型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就 是 要 让 老 百 姓 身 边 的
文 化 服 务 空 间 提 档 升 级 ，适
应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要 ，从
理 念 、形 态 、机 制 、技 术 上 做
到“四新”。

盐田区智慧书房做到了
“四新”。且早在 2018 年，第一
间书房就开放了，说明酝酿策
划是在更早之前。据我了解，
它应该是中国最早启动智慧
图书馆建设的基层图书馆之
一，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它也
很好体现了深圳这座城市的

创新与先行，确实在公共文化
方面做到了先行示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
委员会委员金武刚：

盐田区的智慧书房项目
建立起一个高品质的阅读空
间，颜值与功能都具备，交通
便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它
深入到社区层面，让公共服务
体系的“密度”更大了。而且
项目形成了一套规范统一的
运作，服务水平较高。它不仅
是一个阅读场所，也是旅游场
所，实现了文旅融合。由于它
坐落在风景比较美的地方，人
们愿意过来，并留下看书，它
也成为推动全民阅读、阅读推
广的场所。

书 房 采 用 的 是“ 政 府 主
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模
式在运作，这也是我们一直倡
导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这
样 有 利 于 项 目 的 持 续 运 作 。
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后，这个项目有望向
全国提供可学习、可借鉴、可
复制的经验。

大海、青山、海滨栈道……
这些景色常在雷铭科技董事长
陈解群的朋友圈里出现，她还配
上了“美丽盐田，风景如画”的文
字。雷铭科技是深圳“小巨人”
企业之一。陈解群是一位湘妹
子，她选择在盐田创业和生活。
近年来，智慧书房、海滨栈道等
文旅地标，与城区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一起，构建起盐田式“山
海文旅栖居地”，也成为盐田引
流和营商的重要软实力。

除了提供图书借阅，书房还
开展各种培训主题讲座、公益展
览等阅读推广活动，“图书馆里
的党史课”等活动已经举办多
期。盐田区图书馆馆长尹丽棠
介绍，无论是辖区居民还是到访
游客，在盐田任何一个角落都能
走 进“ 十 分 钟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圈”。智慧书房实现了观景与阅
读、科技与智慧、人文关怀与公
共空间的完美结合。作为重要
民生福祉之一，智慧书房让公共
文化服务惠及全民，完善城区公
共文化格局。与此同时，目前，
盐田区正致力于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滨
海城区，每一家智慧书房也深度
融合了文旅服务，成为旅游打卡
的必经之地。在刚刚过去的国
庆长假，灯塔与北京环球影城等
景点一起，名列全国 10 个城市
典型的热门“新”景点。

这背后，依托的是盐田区委
区政府对于文化强区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民生七有”的不懈追
求。“蓝天白云常做客，山海港城
入画来”“用绣花功夫打造国际
一流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上好学、看好病、逛公园、看
演出，日子过得更加稳稳当当、
红红火火”……在近日举行的盐
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盐田区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金句频频刷屏。而在盐田
区第六次党代会上，盐田首提全
力打造“湾区核心枢纽、品质发
展标杆”。

窥一斑而知全豹，智慧书房
是居民幸福生活的缩影，也是盐
田“品质发展”的一大注解。未来
的盐田，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
时，美好发展愿景终将成为现实。

成为盐田“品质发展”一大注解4

“网红爆款”智慧书房的诞
生并非偶然：它们不仅是“偶像
派”，也是妥妥的“实力派”。盐
田区自 2018 年承担第四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
建任务以来，在组织领导、改革
创新、宣传推广、优化供给、成果
转化等方面靶向发力，智慧图书
馆两项地方标准成为该领域全
国首创。智慧书房便是在这个
背景下诞生的。

今年 8 月，文化和旅游部、
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第四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
目）名单的通知》，盐田区“智慧
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榜上
有名，成为深圳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项目。

围绕示范项目创建，从满足
读者需求、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
角度出发，盐田区图书馆先后完
成课题研究3项，将盐田实践经
验转换为理论成果6项，获得国
家专利 9 项，研究成果硕果累
累。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合作制定《无人值守智慧书房设
计规范》《公共图书馆智慧技术
应用与服务规范》两项地方标准
正式发布，成为我国智慧图书馆
领域的“先行示范”。

在示范项目的引领带动下，
盐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
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显著
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硕果累
累，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幸福感
与日俱增。

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3

据了解，十间书房各有千
秋。秉持“一书房一主题一特
色”的建设理念，每间书房无论
是起名或是外形，都极富特色。
既与滨海城区景观风貌相融合，
又汲取地域特色文化元素、与城
市历史文化相承接，同时与市民
接受方式和欣赏习惯相契合。
智慧书房突破了传统社区图书
馆的布局，普遍坐落于盐田独具
魅力的滨海栈道、生态公园、旅
游景区之中，迅速成为山海盐田
的文化新地标、新名片。步行
1.5 公里，人们就能遇见一个集
科技、创意、文化、颜值于一身的
阅读空间。

这里不仅仅是书的空间，也
是人的空间，成为人们生活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在邂逅，有位年
轻妈妈每天都带孩子过来看书，
有时是她和孩子各看各的，有时
候她讲书给孩子们听。这位妈
妈将孩子送去读兴趣班，自己还
会折返回书房看书。据统计，建
成不满一年，智慧书房累计接待

读者15万人次。
书房唤起了人们对这座城

市更深的情感联结。“在观海，我
曾经遇到一位大叔，他说自己是
三十年前就来深圳。他在书房
发现了一本写深圳的书，看了一
会，忍不住跟我感慨起深圳这些
年的变化，一说就说了近两个小
时。”流云回忆。

这也让流云重新思考自己
所在生活环境的关系。流云在
盐田住了多年，在此之前，她过
着坐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来书房工作后，她觉得生活更丰
富、工作也更有参与感，“城区的
环境越来越好，地铁开通、加上
有了智慧书房这些网红打卡点，
盐田的人气越来越旺了。”

图书馆的馆员们听过不少
外地读者说，因为智慧书房，他
们想来这座城市生活。其中，有
位老家在哈尔滨、工作在四川的
读者，在节假日来盐田旅游。他
说看到这里的城市环境和书房
的设置，很想来深圳发展。

步行1.5公里就能遇到一个高质量阅读空间2

中午前到达书房，开电闸、
检查设备，做准备工作。12 点
整，书房开门，迎来一位位读
者。流云是盐田区图书馆“机
动岗”的馆员，一周 5 天，她每
天轮守不同的智慧书房。书房
有着诗意的名字：灯塔、邂逅、
遇见、听海、观海、望海、栖息、
春天海……

智慧书房融合运用了AI互
动、人脸识别、虚拟办证、智慧感
知、个性化导读、远程教育服务
等技术，垂直统一管理，自动化
程度高，需要人力的地方不多。
大部分时候，流云是一位守馆
人，也是一位观察者和倾听者。

“在遇见，有位头发花白的
大爷，12 点开馆就过来、7 点闭
馆才走。每天都来，风雨无阻。
他坐在一张单独的小沙发上，喜
欢看杂志和小说，全程从没拿出
过手机。在观海，有位阿姨经常
来，听她说自己是退休教师，她
喜欢看杨绛和历史类的书。每
天下午3点左右到，到快闭馆才

会走。观海还有一位退休大爷，
大概一周来一次，有时是自己
来、有时还带着家人。他也喜欢
看历史书，还给我推荐了不少好
书……”流云记住了许多来书房
的常客。

读者进入书房不用办证，所
有信息都是读者主动告诉流云
的。有些读者除了阅读，会忍
不住跟她分享些自己的经历和
阅读的心得，“有位阿姨说她工
作在宝安、住在罗湖，跟朋友来
盐田偶然发现了灯塔，很喜欢
灯塔的建筑风格和阅读环境。
我告诉她很多次，可以就近还
书，她还是坚持来灯塔，说坐在
这里一边看海一边看书，心境
更平和。”

智慧书房也是年轻人的网
红打卡点。他们被书房的外形
吸引来，并被书香留住。在豆
瓣、小红书等网站，智慧书房拥
有众多粉丝，还有网友开帖，邀
约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去现场打
卡。其中不乏是已经来过的人。

加码民生幸福 赋能品质发展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部分图片为盐田区图书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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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盐田：从书房到国家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