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癸卯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临近，为营造浓厚文化氛
围，紧邻黄帝故里景区的新郑市
博物馆内，4月 19日，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筹备着黄帝文化主题
展《黄帝和他的时代》。

中午，气温升高，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把 14件仰韶文化时
期的古陶器搬进展厅，放进展
柜。“每次搬运这些文物，都会自
觉换上运动鞋，戴上手套，格外
小心，比抱自己小孩都尽心。”工
作人员王兰芳笑说。

在展厅，副馆长沈小芳告
诉记者，这次展览是新郑市博

物馆首次举办黄帝文化主题
展，虽是临展，但是也在有限条
件下进行了创新。天花板上，
以印有历代歌颂黄帝的诗词的
黄丝带搭就，呈现波浪形，寓意
黄河之水天上来；地板铺就黄
色地毯，寓意黄土地。展厅仅
有 180平方米，但是展板却有
80米，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
用的空间。

本次展览汇集了黄帝时代
的丰功伟绩，共分六个部分。一
是发明创造，二是文明初现，三
是仰韶文化，四是典籍摘要，五
是具茨山岩画，六是历代颂词。

展览通过图片和实物相结合的
方式，把中华五千年历史演进过
程中的政治、文化、科技、艺术串
联起来，展示交流互鉴、兼容并
包、多元一体的黄帝文化脉络。

本次展览由新郑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河南新郑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新郑市
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新郑市
博物馆承办，4月 20日至 5月
31日在博物馆东厢房举办。

春风十里，请来黄帝故里，
拜祖以后，别忘了有场“黄帝文
化主题展”也在等你。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紧邻拜祖大典现场，有场黄帝文化主题展等你来

到“城市书房”度过美妙的时
光，已经成了新郑市民马艳楠的
习惯。以前，想要借书还要到市
图书馆，如今在新郑城乡的大街
小巷、商业街区，一座座装修设
计时尚、空间精致和谐、兼具观
赏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空间十分
抢眼——“城市书房”“农家书屋”
等，让人们享受更加优质、个性化
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可能。

新郑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
求，扎实推动城市阅读空间建设，

建立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基础设
施体系。

2019 年，新郑市政府投入
100万元建设以市图书馆为中
心，覆盖全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的图书馆分馆，建立了全民阅读
服务城乡联动机制。目前形成了
以新郑市图书馆为中心，以乡镇
综合文化站图书室为骨干，村级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乡
村农家书屋、学校图书馆、单位
图书馆、民办图书馆店、24小时
街区自助图书馆、电子图书借阅

机为节点的完善的图书馆总分
馆管理服务体系，实现了文献资
源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一卡
通”管理。截至目前，乡镇分馆
图书外借量达 10万余册，基层分
馆的建成开放，为乡镇群众打造
了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培养了
基层读者朋友良好的阅读习惯，
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了城市文化软实力，
成为基层群众精神文明“加油
站”，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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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书香更“香”，让乡村也有“诗和远方”

新郑市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助力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浓浓书香浸润黄帝故里。新郑市全民阅读工作以“阅读丰富人

生，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以重要机制建设、重大活动开展、重点群体阅读为抓手，进一步提
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让城市书香更“香”，让乡村也有“诗和远方”。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孙瑞 高雅楠 文/图

新郑市完善各类图书馆、城
市书房、农家书屋等基础阅读设
施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快推进城
乡公共阅读服务资源整合和互
联互通。

在优化图书馆结构的同时，
新郑市建设了以区域总分馆为
主阵地，建立完善村、社区图书
室、流动图书车、固定服务点、全
民阅读示范点、24小时自助图
书馆服务体系，以童乐空间系列
活动、阅读求知进校园、经典诗
文朗诵会等为抓手，着力打造华
夏月“郑”圆中秋音乐诗会、“阅
读新郑”图书馆公益文化大讲
堂、“新声音 郑在读”等全民阅
读品牌，建成集文化休闲、学习
阅读、信息交流于一体的信息
化、网络化、智能化、现代化的
“图书馆之城”，保障市民的基层
文化权益，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

阅读需求，让美好的阅读生活与
市民相伴。

新郑市还根据情况探索制
定了全民阅读服务标准，积极
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捐助等形式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各类民办
书店、绘本馆、阅读空间、读书
会的重要作用，增加了全民阅
读服务的资源总量，优化了资
源布局，提高了服务效能，扩
大了覆盖面。

新模式、新空间让书香无处
不在，让阅读遍地开花。新郑市
以每年举办的华夏月“郑”圆中
秋音乐诗会为支线，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办好各类读书节、读书
周、读书月、读书季等全民阅读
活动，提升群众参与度、平台辐
射面和品牌号召力，着力打造新
郑特色全民读书活动品牌。

动动手指，自由点单。新郑
市民刘盼说：“现在借书就像点
外卖一样方便。”这样的借还书
模式已经在新郑普及推广。推
广全民阅读，顺应时代潮流是关
键。新郑市推进全民阅读与科
技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新兴媒体
传播渠道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全
民阅读活动的载体和形式，丰富
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内容。

进一步整合新郑市文化资
源,建立新郑市文化官方网站、
开发移动客户端、开通微信公
众号和官方微博等数字化立
体交互式应用服务，实现实体
空间体验与虚拟空间服务相
结合，突破传统服务时间和空
间局限，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

在远离图书馆的街道、社区
建设了 6台 24小时街区自助图

书馆、3座城市书房，在人口密
集场所设立了 40台电子借阅
机，推动传统阅读和新兴数字阅
读相融合，加大数字文化信息资
源推送和宣传,满足了读者多样
化的阅读需求。

疫情期间，新郑市图书馆
虽然暂停到馆读者服务，但全
民阅读服务不打烊，推出了在
线数字资源服务，只需扫码就
可以进行在线阅读，资源涵盖
历史、生活、国学、艺术、文学、
童话故事等各个方面，无需注
册即可在家免费欣赏，实现 24
小时“不打烊”。

随着新郑全面推进公共文
化事业，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深
入，全民阅读服务设施更加完
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阅读氛围愈发浓厚，文化生态得
到充分涵养。

全民阅读设施建设实现新突破

公共阅读服务阵地创建实现新模式

“线上线下”服务实现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