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公共图书馆阅览座席的一座难求，在全国也是出名的。当然，这一方面体现了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浓郁文化氛围，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上海文化场馆的建设与管理，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需要。“上海文创50条”就明确指出，推进文化建
设，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在这方面，发挥重大
文化项目的产业带头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上海正在推进以上海图书馆东馆为代表的重大文化设施的建设。而沪上图书
馆建设将如何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个问题在市政协委员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结合委员们的热议，青年报记者对各图书
馆进行了走访。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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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目前上海公共图书
馆一座难求局面的最直接的办
法还是建设新的场馆。葛菁向
青年报透露，位于浦东花木地区
的上海图书馆东馆，自 2017 年
10月打下第一根桩以来建设进
展平稳有序进行。作为上海重
大文化项目，上图东馆必然会做
到“上海文创50条”所提到的“产
业带头作用”，给上海的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运作和发展作一个
示范和表率。和以前的图书馆
不同，上海图书馆东馆在不再仅
仅定位于图书借阅场所的功能，
而更强调“知识交流的空间”，近
80%的面积将向公众开放。据了
解，2020年建成之后，上图东馆
计划提供读者图书阅览坐席近
6000个、全开架藏书约480万册，
满足每年200余场讲座、1000多

场各类学术活动的读者需求，读
者年接待量可达400万人次。这
应该能够满足相当一部分读者
的需求。

但是，在政协会议上也有一
些新的观点。比如说，上图两馆
座席总量相加也不超过1万个，
上海各大公共图书馆座席也不
会超过20万个，这个数目对于上
海这个人口超过2400万的特大
型城市来说依然很少。葛菁委
员也坦言，如果读者都要来市一
级的图书馆阅读学习，那再造几
个上图东馆，也无法满足读者的
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
底还是要根据读者的诉求分层来
分流读者。上海目前提出的一个
新办法就是打造三级图书馆体系
之外的“第四级”。上海目前是
市、区、街道三级公共图书馆体

系。所谓“第四级”就是在三级之
外，到小区设立阅读点。目前上
海在闵行和嘉定一南一北两个人
口导入区进行试点，闵行的叫“城
市书房”，嘉定的叫“我嘉书房”。
这些书房设立在居民区里，实行
24小时开放，里面有图书借阅，并
设立了阅读区，读者可以随时随
地在家门口进行阅读体验，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葛菁委员对青年报记者说，
读者的需求其实是有分层的，如
果是要查阅一些专业图书，那可
以到市级图书馆去，比如上图的
有关科技情报方面的服务，针对
的也是专业用户。但是如果只
是想找一个舒适的环境来进行
阅读或者自习，那完全可以到

“第四级”的城市书房来，这里可
以满足读者的大部分需求。

打造三级图书馆体系之外的“第四级”

“一座难求”怎解决？上海试点打造三级图书馆体系之外的“第四级”

居民小区设阅读点 24小时开放

上海图书馆现在的淮海中
路馆址是20多年前造的。当时
硬件设施在全国堪称一流，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栋知识殿堂
早已显得陈旧和局促。撇开图
书借阅的问题不说（现在上海各
大公共图书馆已经实现了图书
的通借通还，所以单独一家图书
馆的图书借阅压力已经不是很
大），主要问题还是阅览室的座
席太少。青年报记者在上图走访
时了解到，上海的几个阅览室，比
如综合阅览室和现代阅览室，虽
然也有上千个座位，但早已供不应
求。后来在走廊上也加了座位，仍
然不够。一些青年读者告诉记者，
如果想周末到上图占一个座位自
习，那起码6点多要出门，7、8点钟
就要赶到上图等开门了，否则根本
不可能有座位。“为了有一个上图
的座位，起床真的是比平时工作日
还要早，感觉很累。”一位“90后”
对青年报记者说。

随着上海学习型社会建设
的推进，随着全民阅读的铺开，
到图书馆去阅读、学习，已经成
为很多上海市民的一种自觉的
行动，他们有这个强烈的需求。
但是显然上海公共图书馆的现
状与读者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
离。作为市级图书馆的上图一
座难求，而作为区级图书馆的年
轻的浦东图书馆情况也大致如
此。青年报昨天9点半赶到浦东

图书馆到时，图书馆三楼阅览室
的几百张座位已经快要坐满了，
就连台阶上也坐了不少读者。
五楼的阅览室尚有一些空位。
之所以三楼阅览室比五楼阅览
室抢手，是因为三楼开放到晚上
8点，而五楼只到傍晚5点。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周一工作日座位
还算充裕，如果是周末，那是一
座难求，连中午食堂吃饭排队也
要排1个多小时才能吃到饭。浦
东图书馆2010年投入使用，在上
海各区级图书馆中算是规模最
大、设施最新的，但也已经不堪
重负。

倒是曹家渡街道图书馆的
环境让人眼睛一亮。青年报记
者昨天赶到曹家渡街道图书馆
时正临近中午，100来张阅览座
席空着三分之二。和其他一些
街道图书馆不同，曹家渡街道图
书馆并不设立在社区文化中心
内，而是独门独户，所以并不受
居民其他文艺活动的干扰。曹
家渡街道图书馆工作人员鲍小
姐告诉记者，这家图书馆已经有
几十年历史了，是上海街道图书
馆的“特级馆”，馆内有4万多册
图书，100多种报刊杂志，而由于
近年进行了扩建，大幅增加了阅
览区域面积，现在座位基本能够
满足周围居民和白领的需要。
但是即便如此，一到周末，也是
基本坐满的。

记者走访：市民为占座起床比上班还早

上海公共图书馆空间与读
者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在今年
上海政协委员中引发了热议。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协
调辅导处处长葛菁昨天在接受
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的
一些图书馆包括上图现址建成
已经很多年了，场馆布局在当时
是先进的，但现在确实已经不能
很好地适应当代读者的需求。
在新馆建设不可能马上到位，场
馆改建也需要一个过程的情况
下，上海已经在这方面想了很多
办法，作了有益的试点。

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的《公共图书馆法》“支持学校图
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
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葛菁委员昨天对青年报记者透
露，上海目前共有两所学校的图
书馆试点对社会开放。一所是
嘉定江桥小学图书馆，一所是上
海交大图书馆。之所以选择江
桥小学图书馆，是因为该图书馆
沿墙而建，有对校内和对校外两
扇门。这样每周一到周五，图书
馆对校内学生开放，周末则对社
会开放。上海交大图书馆则需
要读者凭借上海公共图书馆的

借阅证另外办取了专门证件才
能入内借阅。虽然，这些学校图
书馆对社会开放都设立了一定
的门槛，但确实分流了一部分读
者，使这些读者可以享受到舒适
的阅读环境。

但是无论如何，上海对于学
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试点还是
比较慎重的。因为这考虑到校
园安全，还要考虑到学校图书馆
环境的维持。一些政协委员表
示，学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应
该根据各个图书馆的情况来具
体研究，不能以一纸行政命令来
进行推进。

学校图书馆社会开放之路：开始慎重试点

曹家渡社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半。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市民在浦东新区图书馆里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