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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3 日，《贵阳历史文

化丛书》第二批丛书《贵士名贤》《六爽

之城》《诗话筑城》《心学胜境》在贵阳

孔学堂“世界读书日阅读分享会”上正

式发布。

3 月 17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

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

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

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贵阳历史文化

丛书》的编纂出版，是贵阳市委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

会上，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作了主

题发布，介绍《丛书》紧扣历史性、文化

性、系统性，以史为鉴，以文铸魂，以系

统为纲，真实地记录和展现了贵阳厚重

的历史文化，以“贵阳第一张标准彩

照”的形式，展现了贵阳文化底色，为

讲好贵阳故事、认识脚下土地提供了权

威注脚。

《丛书》分册主编、编纂代表先后推

介了所编图书。其中，《贵士名贤》聚焦

丁宝桢、李端棻、姚华等52位历史人物，

通过“一卷一人一精神”的叙事方式，解

码“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城市精神的形

成机理；《六爽之城》紧扣“中国避暑之

都”品牌战略，以“爽身、爽心、爽眼、爽

口、爽购、爽游”为轴线，构建起“自然爽

景”与“人文爽心”交融的文旅发展范

式；《心学胜境》创新采用“思想地图”编

纂体例，沿着阳明先生“龙场－贵阳－

修文”行迹，打造可触摸、可体验的心学

文化传承线路；《诗话筑城》收集了与贵

阳有关的诗词歌赋与楹联，立体展现了

贵阳文化的千姿百态，字里行间传达出

贵阳的诗意与浪漫。

据悉，首批出版的《贵阳史话》《山

海沧桑》《考古黔中》《甲秀昌明》，开创

了三个“首次”：首次系统性论证贵阳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重要组成部分的

历史地位；首次以地质变迁视角解构

“山海之城”的生态密码；首次通过考

古实证串联起史前文明与现代都市的

发展轨迹。当天发布的第二批丛书，标

志着“文化贵阳”建设迈入新阶段；即

将面世的《多彩之风》《筑城红韵》等分

卷，将填补地域诗学体系研究、三线建

设精神图谱等学术空白。

此外，《丛书》出版后注重普及化、

有声化、延伸化等方面的转化运用。通

过“线下场景+线上平台”的展示、推

广，目前已实现一万余册的阶段性销售

成果；先后在“得到”APP、“微信读书”

APP 上架《丛书》有声书，被读者称为

“耳朵里的文化宝藏”。下一步，还将

进行漫画版的转化，开展丛书进校园、

短视频达人共创等系列推广活动。

活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主办，

贵阳孔学堂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发布

了“我为丛书写书评”专栏活动。丛书

编委会单位代表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第二批发布

4 月 23 日清晨，花溪区青岩古镇

的石板路上已响起游客的脚步声。

在世界读书日这天，不少游客不约而

同地寻访到古镇深处一家名为“百无

一用”的书店。经过近十年时间沉

淀，这家隐于闹市的书店，已悄然成

为当地的文化地标。

“书店的环境特别安静幽雅，藏

书也很丰富。”游客小高站在书店门

口，向记者分享她的感受。与她同行

的小唐补充道：“本来只是随意逛逛，

没想到在拐角处发现了这家宝藏书

店，里面的选书完全符合我的口味。”

2015 年 11 月，“百无一用”书店在

青岩古镇开业，2023 年迁至现址——

一处1500平方米的复合空间。新址不

仅保留了书店主体，还增设了城市主

题书房、银饰非遗工坊，并打造了“无

用咖啡馆”和“簪花状元”两个特色饮

品品牌。书店内整齐陈列着 8000 余

种、3万余册图书，涵盖人文社科、艺术

及独具特色的黔版图书和地方文献。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特别推荐

戴明贤老师的《戴明贤散文》。”书店店

长陈映竹一边整理书架一边介绍，“戴

老师是贵州本土作家，他的文字能带

读者领略贵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希望

读者能通过这本书，在文字中感受贵

州的春天。”

在“百无一用”书店，阅读被赋予

了更丰富的内涵。银饰工艺成为立

体的书籍，咖啡香气化作味觉化的阅

读氛围，各类文化活动则为读者带来

更丰富的体验。据统计，自搬迁以

来，书店已举办 30 余场活动，叶辛、戴

明贤、顾久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此分享

见解，每场活动都座无虚席。世界读

书日当天，贵州师范大学的覃朗老师

也受邀前来讲座。

“我们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

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陈映竹的话

道出了书店名字的深意——生活的真

谛不在于刻意追求“有用”，而在于享

受过程，珍视那些看似“无用”却能持

久滋养心灵的体验。

“实体书店的价值从来不只是卖

书。”陈映竹说，“我们守护的是人类慢

思考的权利。在‘百无一用’，读者不

仅能阅读书籍，更能阅读城市的发展

脉络。我希望阅读不只发生在世界读

书日这一天，而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生

活方式。”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百无一用”

书店像一位安静的守望者，等待那些愿

意放慢脚步的读者。或许有人为了一

场哲学讲座而来，临走时带走一本哲学

著作；或许有人最初只为拍照打卡，最

终却被书架上的某本书吸引。无论哪

种相遇，都在诉说着一个不变的事实：

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从未消失，只是在等

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被重新唤醒。

在青岩古镇的巷弄深处，“百无一

用”书店正用它的方式证明：那些看似

“无用”的阅读，恰恰是滋养现代人精神

世界最珍贵的养分。这或许就是实体

书店在这个时代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胡晓静 蒋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李春明 文/图

“百无一用”书店：

在古镇一角守护阅读时光

读者在“百无一用”书店购书。

“ 新 借 阅 制 度 实 施 后 ，有 读 者 带

着小拖车来图书馆借书。”4 月 23 日，

第 30 个 世 界 读 书 日 ，记 者 在 贵 阳 市

图 书 馆 采 访 时 ，该 馆 少 儿 部 主 任 李

立珉说。

李立珉所说的“新借阅制度”，主要

涉及取消办证押金、提升单次借阅数量

上限等方面。贵阳市图书馆目前拥有

藏书 268 万余册，按照传统图书馆借阅

规定，过去多年，该馆实施的借阅制度

为，读者每年交 30 元或 100 元押金办理

借阅证，每次可凭证借阅馆藏图书 2 册

或 3 册。从 2023 年 8 月起，为鼓励更多

市民到馆借阅，该馆取消办证押金，将

单 人 单 次 可 借 阅 量 提 升 到 8 册 至 15

册。为方便读者，该馆还推出微信公众

号“指尖办证”服务。

新借阅制度实施后，读者借阅成本

降低、借阅热情被激发。2024 年，贵阳

市图书馆接待到馆借阅读者超 30 万人

次，持证读者已达 5.67 万人，该馆网站

访问量达 153 万余人次。

据贵阳市图书馆馆长周星介绍，为

助力“书香贵阳”建设，近年来，市图书

馆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先后推出了

多项惠民公共文化服务。

为精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市

图书馆先后推出读者荐购服务、文献

和阅读活动点单式服务、线上线下咨

询 服 务 。 2024 年 根 据 读 者 荐 购 要 求

共采购图书 363 种、1684 册，向读者推

荐新书 3 期共 90 种，开展 38 次主题图

书展览，策划举办 11 期文学、军事、人

物等主题的期刊专题阅读推广展览，

向读者推送 220 种各类现刊，通过微

信 公 众 号 每 周 为 读 者 推 荐 电 子 图 书

及其他数字资源。2024 年，全馆数字

资 源 访 问 量 达 250.6 万 次 、下 载 量

21.27 万次。

通过体系化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2025 年市图书馆新增“新书快递”“贵

阳文化记忆”“书行‘香’村”三个阅读

推广活动品牌，使全馆阅读品牌活动累

计增至 17 个，这些涵盖城乡各年龄段

读者的活动，报名名额十分抢手。

为 推 进“15 分 钟 文 化 圈 ”建 设 发

展，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和服务送达读

者身边，近年来市图书馆在全市社区、

景区、医院、机关、学校等地共建立 7 个

分馆、13 个流通点、35 个图书小站，布

设 198 台 24 小时提供自助分享借还服

务的社区图书共享系统柜机“阅享易

栈”。2024 年，“阅享易栈”日均用户活

跃数 3365 人，年度活跃用户数 1238857

人，电子图书下载量达 103987 册。

重视读者阅读需求，体现书香城

市人文气质。日前，市民梁社红反映

自己坐轮椅不方便出入市图书馆的卫

生间，图书馆获悉后立即启动卫生间

改造计划：测量轮椅通行尺寸，调整卫

生间门体开合方向，邀请当事人现场

验收……如今馆内电梯、盲文导视系

统、低位阅览桌等设施已逐步完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嬿 董容语

办证成本归零借阅上限翻倍
——贵阳市图书馆实施新借阅制度助力“书香贵阳”建设

共赴“悦”读之约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

日，贵阳市各图书馆内，市民或安静地

坐在书桌前阅读，或在电子阅览室内

查阅资料，遨游知识海洋，共赴“悦”读

之约。

图为市民在南明区图书馆读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超 摄

本报讯 4 月 23 日，在第 30 个世

界读书日当天，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

在花果园站便民服务站开展“共沐书

香 签 动 你 我 ”世 界 读 书 日 主 题 活

动。活动通过图书置换、公益捐赠等

形式，为市民打造流动的书香空间。

活动现场，由贵阳轨道交通 3 号

线工作人员捐赠的 200 余册图书整

齐陈列，涵盖文学、哲学、心理学、艺

术等多个品类。市民只需携带家中

闲置书籍，即可在花果园站便民服

务 站 参 与 置 换 ，让 旧 书 焕 发 新 生 。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图书在

乘客手中流动起来，既减少资源浪

费 ，又 能 让 更 多 人 享 受 阅 读 的 乐

趣 。”3 号 线 工 作 人 员 李 昂 介 绍 ，活

动旨在倡导低碳阅读与共享理念，

让书香随轨道交通列车延伸至城市

各处。

成功置换图书的乘客还可获赠轨

道交通 3 号线周边玩偶、书签、钥匙扣

等精美礼品。“用旧书换新书，还能做

公益，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市民王女

士带着孩子挑选了一本绘本，点赞活

动兼具实用性与温暖感。

据了解，贵阳轨道交通 3 号线后

续将持续发挥“流动通道”作用，把

图 书 捐 赠 作 为 常 态 化 公 益 项 目 推

进，让闲置图书成为连接乘客与沿

线社区、学校的文化纽带。“希望每

一 本 流 动 的 图 书 都 能 成 为 一 颗 种

子 ，在 更 多 人 心 中 播 下 阅 读 的 种

子。”李昂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万露梅）

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

打造流动的书香空间

本报讯 4 月 23 日，“深化全民阅

读 建设书香南明”——南明区 2025 年

世界读书日暨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系列活动在南明区图书馆启动。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31 日，围绕

传统与创新、健康与科技多维度设置六

大主题体验活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

阅读选择，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

实。其中，“见信如晤”时光家书墙邀

请市民书写家书封存于馆里，传递情感

与期待；“好书换咖”活动倡导图书循

环利用，市民捐赠闲置书籍即可兑换文

创礼品；“数字阅读书评有礼”邀请市

民通过“贵州省数字图书馆南明分馆”

阅读书籍，提交阅读感受或书评；“脑

电波实验室”专注力挑战赛利用脑机接

口技术，实时监测读者阅读专注度；

“健康管理书间行”“阅读成长借阅有

礼”通过趣味运动、借阅“打卡”的形

式，引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

除了六大主题体验活动外，南明区

在活动现场启动“‘未’你绽放·安全护

航”护苗成长计划、“光和家校社”绘本分

享计划，将持续开展各类未成年文化活

动，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教育和文化服务；

启动“宋致雅韵”美学鉴赏系列活动、“琴

和十方”古琴赏析系列活动，将通过系列

分享、赏析、体验、交流活动，进一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众文化素养。

此外，活动现场正式启用“贵州数

字图书馆南明分馆”。读者在官网用邮

箱注册读者证后，通过贵州省内 IP 地址

登录即可免费阅读使用 40 余个权威数

据库资源。南明区图书馆还在馆内打

造沉浸式数字阅读空间，为市民提供优

质电子图书及视听资源，让读者在科技

与文化的融合中感受阅读新魅力。

此次活动由南明区委宣传部、南明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明区文体广

电旅游局、南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主

办，南明区图书馆承办。南明区图书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以“科技+

人文”双轮驱动，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

场馆阵地和活动资源优势，提升公共图

书馆公众知晓度和服务美誉度，持续营

造“人人爱阅读、处处有书香”的浓厚

氛围，有效助力“书香南明”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

贵州数字图书馆南明分馆同日启用

本报讯 4月23日，由中共贵阳市

委宣传部、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的“书香贵阳·阅见筑迹”世界读书日

活动在新华文渊超市紫林庵店举行。

举行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主题分

享贵州非遗故事、解读《山海间的非

遗·精灵系列》图书、课本剧表演、体

验非遗蜡染等形式，让大家感受贵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动魅力，点燃市

民阅读热情，推动全民阅读深化，助

力文旅融合发展，为持续擦亮“书香

贵阳”品牌、打造“爱阅之城”、共建书

香社会注入活力。

活动现场，着重介绍了《山海间

的非遗·精灵系列》图书，播放了相关

宣传片，贵州省教科院小学语文教研

员袁克丽为大家分享该书背后的文

化深意与教育价值，生动呈现了贵州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阳

市城西小学的学生以课本剧的新颖

方式，表演展示了该书中的故事。

在“传播非遗·体验蜡染”环节，

贵州省工艺美术协会、贵州省妇女手

工协会刺绣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贵

州省文化馆“民族文化大课堂”蜡染

教师徐霖带领孩子们一起体验蜡染

制作过程，在蜂蜡绘图中让大家深度

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妙。

据了解，《山海间的非遗·精灵系

列》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教授

主编，用孩子们容易接受的语言，讲

述了一段段关于勇气、友谊、成长与

爱的动人故事，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学

会思考，学会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学

会珍惜身边一切美好。

近年来，贵阳市积极调动社会各

方力量，全民阅读服务阵地进一步夯

实，全民阅读活动载体不断丰富，全

民阅读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书香贵

阳”品牌持续擦亮，营造了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书香贵阳·阅见筑迹”
世界读书日活动举行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阅读分享会之主编分享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才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