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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咖啡+剧场

15万人次打卡 方庄老馆书香漫社区
本报讯（记者 林瑶）在方庄芳群园东北

角，一座纯白色现代建筑与红砖围墙相映成
趣，这座由老饭馆改造成的方庄文化艺术中
心，开业至今迎来 15万余人次，已悄然成为社
区居民的“社区会客厅”。记者近日探访发现，
5300余平方米的空间内，首层及地下一层的三
联韬奋书店，二层“可”艺术中心及三层的一方
剧场相互交融，构建起立体化的文化生态圈。

周六上午十点半，家住芳星园的李秀领着
外孙女蓁蓁走进方庄文化艺术中心，蓁蓁熟练
地在儿童读物区踮脚取下《拉钩守约定》绘本。
“以前都是带孩子去商场的游乐园，现在每天
上午都来这看一小时书，明显觉得孩子专注力
好了很多。”李秀轻声告诉记者，“并非想让孩
子认多少字，学多少知识，能从小养成读书习
惯就是最大的收获。”
“我们在一层特别设计了带插座的阶梯，

供读者阅读、歇息，在地下一层也有可容纳五
六十人的阅读区，就是希望有更多居民能在这
里获得好的阅读体验，让书香浸润这方土地。”
丰台文旅集团“一方书庄”项目负责人彭焱姝
告诉记者。

而在方庄艺术中心一层的饮居咖啡馆里，
咖啡机蒸汽声与书页翻动声交织成独特韵律。
今年 23岁的咖啡师杨博站在咖啡机前，手腕轻
抖，奶泡在杯中缓缓绽出一朵“郁金香”。夜班
护士小刘脱下白大褂，却未径直回家，而是拐进
泛着暖黄灯光的饮居咖啡馆。一杯燕麦拿铁、
一本《月亮与六便士》，成了她下夜班后“充电”
两小时的固定仪式。等待孩子上钢琴课的房女
士也捧着一杯氤氲着热气的手冲，在这里翻开
中英文对照版《小王子》，为女儿挑选书籍。

在这家藏身社区书店的咖啡馆里，把咖啡
香与书香交织成网。饮居咖啡馆位于方庄艺
术中心的首层和地下一层，与三联韬奋书店开
在一起。彭焱姝介绍，咖啡与阅读的结合强化了“停留时间”
和“沉浸体验”，将“文化空间”转化为社区凝聚力的核心引
擎，从简单的消费场景转化为长续的情感联结。

根植于社区的饮居咖啡馆与寻常商业运作模式下的咖
啡馆不同，这家社区咖啡馆处处藏着暖心细节。“我们追求高
品质，也看重接地气儿。”饮居咖啡馆主理人王雨奇边擦拭着
虹吸壶边告诉记者，“高品质是指产品把控方面，我们用自熬
果酱替代工业甜味剂，深夜为自习读者调暗灯光，甚至帮老
人温中药壶；接地气儿是指我们不仅把这里当作贩售饮品的
地方，更希望这里成为社区的温情港湾。”

不少前来购书的消费者都会挑选几本适合的书，点上一
杯饮品慢慢阅读，可以说咖啡消费与阅读场景的结合，既保
留烟火气又富有时代感。“当越来越多生活在周边的人们习
惯在这里碰面，电梯里的陌生人就变成了‘那个爱喝手冲的
大哥’。”王雨奇笑着说。
“未来方庄艺术中心这个融合书店、剧院、咖啡馆的社区

空间，还将不断拓展文化空间与文化内容，让文化空间作为
家庭书房和客厅的延伸，让阅读、品茗、观展成为丰台百姓的
日常。”彭焱姝信心满满地说。

太
平
桥
文
化IP

再
升
级

千
余
读
者
共
赴
古
籍
新
潮
文
化
盛
宴

本报讯（记者 林瑶 通讯员 白婧丽）近日，太平桥街
道文化 IP中华书局迎来了第十一届读者开放日活动，通过
市集、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吸引千余名读者
共赴阅读之约，为“文化太平桥”建设再添亮色。

活动当日，中华书局门前排起长龙，院内“同香园市
集”热闹非凡，图书、文创和茶饮琳琅满目，吸引了无数读
者驻足挑选。在中华书局自有文创品牌“中华观物”展台
前，灵感源于中国古代建筑经典《营造法式》的透光冰箱
贴、以《史记》《资治通鉴》为蓝本设计的橡皮……众多独具
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读者驻足，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感
慨道：“这些小物件让孩子对典籍产生了兴趣，刚才还追问
我‘史记’的故事呢！”

一楼大厅内，古联公司成立十周年主题展以数字技术
惊艳亮相。读者李静雯在体验后兴奋地说：“体验过后仿
佛穿越到古代藏书楼，借用现代技术与‘古人’对话经典，
感受到科技让传统文化变得更酷了。”
“作为中华书局旗下深耕古籍数字化领域的重要力

量，我们始终坚持以科技赋能传统，让古老的典籍在现代
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古联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二楼多功能厅，文化盛宴轮番上演。第七届“伯鸿
书香奖”启动仪式拉开帷幕后，著名评书艺术家王玥波与
中华书局编辑梁彦联袂登场，以醒木、折扇为媒，生动讲述
了《三国》中的乱世风云，带领读者领略经典名著的魅力。
《符号里的中国》作者赵运涛则以《西游记》为引，揭秘古典
文学中的“黑科技密码”。

与此同时，一楼大厅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读者们亲
身体验雕版印刷的乐趣，在墨香中触摸文明基因。“节气小
达人挑战赛”更是将知识竞答与集章打卡结合，让传统文

化更添童趣。
中华书局坐落于太平桥街道太平桥西里 38号，这家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出版机构，自 1912年由陆费逵先生在上
海创办以来，一直坚守主业，保持高品质出版。1954年迁
至北京，1958年转型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多
年来，中华书局凭借《资治通鉴》《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
《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二十四史》等经典著作，在海
内外赢得了极高声誉，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

自 2014年首届读者开放日举办至今，中华书局已连续
举办十一届，逐渐形成了太平桥街道独特的文化 IP。“作为
太平桥街道的重要文化单位，中华书局一直以创新形式传
播中华典籍底蕴，营造浓厚书香氛围，推动全民阅读，为建
设书香太平桥贡献力量。”太平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我们也将大力支持书局发展，把书局的特色文化元
素融入地区建设，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建设‘文化太
平桥’、打造‘书香丰台’注入新活力。”

发布十项惠民新举措
多元服务

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
启动仪式上，丰台区发布 2025

年全民阅读十大惠民举措，从资源
下沉、智慧服务到文旅融合，全方
位升级阅读体验。

在拓展阅读场所方面，丰台
区将建设北京市首家中小学校
园公共图书馆——方庄小学“学
众共阅馆”，依托校园空间，为师
生提供更好阅读服务并向社会
开放，实现馆、校、社共建共享，
并将逐步在具备条件的中小学
校推广；将新增 50家“书香丰台”
特色阅读空间，包含书香酒店、
书香景区、书香博物馆及书香车
站等，拓展多元化、便捷化阅读
服务；持续推进书香驿站建设，
联动公共图书馆、街镇分馆，打
造“一驿站一特色”社区阅读空
间。“我们要拓展群众身边 15分
钟阅读服务圈，让阅读设施像便
利店一样触手可及。”丰台区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丰富活动场景方面，丰台
区将开展“学子回家·青春悦读”
活动，招募大学生文化志愿者，走
进公共图书馆、文博场所、重点功
能区、发展伙伴企业等，开展公益
讲堂、阅读分享等志愿服务，为学
子提供社会实践机会。此外，“行
走中的阅读”系列活动将串联丰
台红色空间与旅游景区，联合北
京汽车博物馆推出“阅读+博物
馆”读书会，多场景、多形式丰富
读者阅读体验，促进公共文化资
源互联互通。

在为读者提供精准服务方
面，丰台区推出“阅读推荐官”活动，市民
可通过荐购图书、撰写书评积累积分；丰
台区图书馆将开通“全库网借”服务，实现
线上预约、送书到馆、送书到家；发布 24小
时阅读空间点位，丰台区图书馆引入咖啡
简餐配送及文创售卖，打造“阅读+生活”
新体验。“把阅读融入生活，既要开辟市民
身边的阅读空间，提供便捷贴心的阅读服
务，还要点燃大家的阅读热情，营造社会
氛围。”丰台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还通报了 2024年度“书香京城”系
列评选结果，丰台区斩获书香社区、校园、
家庭等七大类奖项，在文化领域具有影响
力的李伟健、张蕾受聘成为丰台区全民阅
读推广大使。同时，现场播放京津冀、沈
阳、新疆等地图书馆联动视频，推动跨区域
文旅融合与阅读资源共享。“阅读没有边
界，合作才能共赢。”丰台区图书馆馆长郝
伟指出，区域联动将促进优质资源流动，让
书香跨越地域限制。 

“书香丰台”建设成果显著
矩阵化布局打造阅读新生态

宛平烽火铸文骨，长辛槐荫润书香。
近年来，丰台区以“书香丰台”建设为抓手，
构建“机制保障+品牌创新+空间覆盖”的
全民阅读立体矩阵，成效斐然。

在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上，丰台区建
立区委宣传部牵头的全民阅读联席会议机
制，出台首个“书香丰台”建设政策文件《关
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书香丰台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及行动方案，为阅读推广提供政策
支撑。品牌活动持续发力，以“世界读书
日”为起点，年均举办百余场精品活动，打
造“旧书新知”图书市集、“长辛拾光”等品
牌，其中宛平“旧书部落”、方庄“一方书庄”
市集已成为市民文化打卡地。
“阅读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城市软实

力的体现。”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福强
表示，2025年恰逢抗战胜利 80周年，丰台
区深挖地域文化，持续优化阅读生态，让书
香成为首都中心城区的亮丽底色。

记者了解到，丰台区正构建“图书馆+
书店+书香驿站+特色阅读空间”的全民阅
读服务网络，发布《丰台区 15分钟公共阅读
空间点位目录》，汇聚近 250个阅读空间，涵
盖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书香酒店等，实
现“阅读触手可及”。基层服务创新方面，
书香驿站以“一网四新”（一张服务网，新空
间、新内容、新机制、新体验）为核心，推出 7
大功能 36项服务，成为“家门口的图书馆”；
智慧丰图一体化平台上线智能 AI“丰小
图”，实现读者需求精准分析与总分馆联
动，推动阅读服务数字化升级。
“以前借书要跑很远，现在楼下的驿站

就能解决。”草桥村居民王先生感叹，社区
图书馆不仅提供书籍，还定期举办亲子活
动，让阅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刘孟
家园社区居民季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图书室是我们的文化之光，它点亮了居民
的生活，也让邻里之间更加和谐温暖。”
“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的每

个角落都将绽放智慧之花。”随着“南森书
市”“阅读一小时”等后续活动陆续落地，丰
台区正以多元举措推动全民阅读从“活动”
向“生活”转化，让书香浸润城乡角落。

（上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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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声里寻文脉 一纸流转润千城

共读半小时点亮丰台全民阅读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林瑶）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永定河畔书香

氤氲，4月 22日，一场以“阅经典 悦丰台”为主题的共读半小时
活动在首科大厦首书阁拉开帷幕。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区文
创中心、太平桥街道、首科大厦、首科创融等单位联合主办，各级
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及阅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琅琅书声为“书
香丰台”建设注入鲜活力量。
“金中都、桥头堡，古老城垣展新貌……”活动伊始，太平桥

学校师生以一首《太平颂》点燃现场氛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福强介绍说：“丰台区正以‘书香丰台’建设为抓手，通过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让阅读成
为生活最美的注脚，让丰台走向更具厚度与温度的未来。”

活动现场，区全民阅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太平桥街
道、首科大厦首书阁发起“每日阅读 30分钟”行动倡议。呼吁让
读书成为生活习惯，争当阅读经典的“摆渡人”；让读书成为优良
家风，创建更多“书香之家”；让读书成为永恒主题，努力创建“书
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社区”。倡议引发热烈响
应，现场观众纷纷在签名墙上郑重签名，承诺践行阅读风尚。

活动邀请区政协常委、93号博物馆馆长蔺熠领读《中华文化
中的生生不息之道》，从国学经典中探寻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
市人大代表、北京园博园游客服务部副部长王曦带来《永定河文
化与两园一河》，结合丰台地域特色，解读永定河文化带与园博
园、首钢园的历史渊源，为现场观众介绍丰台水城共融的城市客
厅。在随后的好书推荐环节，企业员工与读者代表也分享了自
己的年度好书和阅读感悟。

活动现场还对荣获北京市优秀文化志愿者服务组织奖和志
愿服务项目全国银奖的团队进行表彰。过去一年，丰台区文化
志愿服务成果斐然，多个项目荣获国家级、北京市级多项殊荣，
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播文化知识、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首书阁内，“旧书新知”换书市集成为人气焦点。书架上陈
列着来自读者捐赠和交换的各类书籍，既有泛黄古籍亦有崭新
畅销书，读者或驻足挑选，或热切交流。读者张女士手捧着由三
本闲置文史书换到的《永定河文化与北京》感慨道：“旧书在这里
就像找到了新的‘伙伴’，不仅让知识流动起来，还能结识同样爱
书的朋友。旧书流转让知识焕发新生，更让我们在快节奏生活
中重拾阅读的宁静。”市集同步设置丰台地方文献展示区，展现
区域文化特色，吸引众多读者驻足。
“全区各书屋依托全国和市、区政协委员‘三级联动’机制已

开展读书学习活动超百场，以文化认同筑牢发展共识，以书香雅
气涵养协商智慧，使政协阵地成为城市发展的‘思想蓄电池’与
‘共识充电桩’。”区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丰台发展伙伴链长单位，首书阁是我们在市级文化园
区内精心打造的服务于企业的‘特色实体书店’，每年举办换书

市集，首科阅读节、流动图书馆等读书活动 40多场。”首科创融
科技集团董事长沈艳婷介绍，“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政企协同机
制，策划多元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擦亮‘书香企业’品牌。”

太平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首科大厦等文化阵
地为支点，整合中华书局等优质资源，打造更多“共读点”。王福
强告诉记者：“此次共读活动采取‘1+N’模式，以主会场辐射全
区图书馆、书城、书吧、书店、学校、企业、社区、文化园区、公园、
家庭等阅读点，形成全民参与热潮，真正让阅读成为习惯。”从经
典诵读到旧书流转，从政企协同到全域联动，“阅经典 悦丰台”
正以阅读为媒，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书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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