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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成
功并非孤例，其背后是一套以
市级馆为引领、区（县、市）馆为
骨干，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紧密联结的共同
体模式。这一模式有效整合了
全域资源，打通了服务“最后一
公里”，编织了一张覆盖全市、
惠及所有少年儿童的普惠阅读
生态网络。

一是市、区（县、市）两级联
动实现全域覆盖。在宁波少年
儿童图书馆良好运营的示范效
应下，2024 年 7 月起，宁波各区

（县、市）积极响应，因地制宜，
高效推进区域内少儿图书馆建
设。各地充分结合现有场馆存
量、辖区人口规模及群众实际
需求，创新探索出多种建设模
式：海曙区、江北区采用“场地
置换”模式，盘活现有空间资
源；北仑区、余姚市依托原有公
共图书馆进行功能拓展和规模

扩建，实现资源的有效集聚
与升级；鄞州区、奉化区、慈
溪市、象山县则巧妙利用
新华书店门店进行适应
性改造；镇海区、宁海县
分别依托镇海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和潘天寿
艺术中心进行功能嵌入。
2025 年初，宁波在全国率
先实现了市、区（县、市）两

级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全覆
盖。各馆均结合当地文化特

色（如鄞州重传统文化体验、北
仑打文化名人牌、象山强科技
应用、江北推智慧体验），精准
配置资源，精心设计适儿化空
间和分级阅读体系，形成了“一
馆一特色”的生动格局。

二是共同体激活全域资源
活水。为深化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模式，整合全市各级少年儿
童图书馆及社会资源，2025 年
1 月，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
的牵头下，宁波少儿图书馆共
同体正式成立。共同体创新性
地确立了“资源统一调配、服务
统一规范、人员统一培训、活动
统筹联动、社会统筹协同”的

“五统一”运营机制。其核心目
标是提供公益、普惠、专业的少
儿文化服务。少儿图书馆共同
体实现了全市各级少儿图书馆
文献资源的通借通还。定期发
布如“四季童读”等优秀少儿阅
读推荐书目，并建立了分级分

类的协同采访机制，优化资源
配置。积极开展共同体内部的
帮扶结对活动，将优质阅读资
源和服务向基层分馆、农村地
区倾斜，促进服务均等化。持续
健全“你选我买”“你点我买”等
少年儿童深度参与的文献荐购
服务机制，精准对接需求，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效率。

三是品牌活动引领全域同
频共振。少儿图书馆共同体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优势，联动全
市各级少儿馆，打造了一批具
有鲜明宁波辨识度的少儿阅读
推广活动品牌。充分利用国际
儿童图书日（4 月 2 日）、宁波读
书月（4 月）、国际儿童节（6 月 1
日）、书香宁波日（10 月 31 日）、
世界儿童日（11 月 20 日）等重要
节点，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全
市联动的大型活动。如“少儿图
书馆之夜”营造奇妙阅读氛围；

“少儿阅读马拉松”挑战阅读耐
力与乐趣；“少儿阅读市集”搭
建图书交换与创意展示平台。
这些活动凭借极强的趣味性、
互动性和家庭参与性，在周末
和节假日将图书馆变为甬城亲
子家庭欢乐的海洋，有效提升
了场馆人气与亲和力。少儿图
书馆共同体成立仅半年，全市
联动活动已举行逾千场次。

四是跨界融合汇聚社会协
同合力。少儿图书馆共同体积
极 拓 展 边 界 ，深 化“ 馆 — 校 —
社”多方协作。与宁波市新城第
一实验学校、荷花庄小学、高桥
镇中心幼儿园等合作开展深度
研学活动30余场次，服务师生超
2 万人次。携手宁波市科学技术
协会打造“青少年科普读书月”
系列活动；与民进宁波市委会共
建“开明家育”家庭教育课程，为
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与宁波
海洋研究院深度合作推出“海洋
博物课堂”，将地域特色与科普
教育完美结合。积极吸纳社会企
业资源，如得力集团、家联科技、
海伦钢琴等，联合举办主题展
览、合唱演出、国学课堂等活动，
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
民参与”的共建少儿阅读生态的
良好局面。少儿图书馆共同体还
创新性地在宁波市康复医院、宁
波海洋研究院等单位设立专属
的“少儿阅读共同体阅读角”，进
一步推进社会资源的跨界融合
与服务下沉。

全域协同：
培育普惠阅读新生态

知识港湾领航未来：
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长红”新范式

小读者在少儿馆奇妙游
活动中体验非遗漆扇制作。

墨宝客厅。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
学生到图书馆研学。

从开馆初期的“流量高峰”到如今的“留量深耕”，从一时的

“网红效应”到持续的“长红发展”，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以其一

年的扎实实践，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深刻内涵。它以对儿童权利的充分尊重为核心灵魂，以前沿科技

的深度融合为腾飞之翼，以全域协同的共同体生态为坚实根基，

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吸引眼球到深入人心、

从短期火爆到长效繁荣的转型之

路。这座不断生长、充满活力

的“知识有机体”，正汇聚共

同体之磅礴合力，陪伴着

甬城少年儿童，在馥郁

的书香浸润中茁壮成

长，自信地驶向充满无

限可能与希望的广阔

未来。
撰文 华东杰 魏琼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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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8日，宁
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作为宁波

“十大文化设施”中首个建成的
项 目 正 式 启 用 。 开 馆 当 月 即 创 下

12.8 万人次入馆、单日借阅量 1.37 万
册的纪录，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一
年过去了，这座“知识与爱的港湾”交出
了一份厚重的答卷：累计接待读者超 100
万人次，借还图书 150 万册次，举办活动
600余场，线上线下参与读者达 110万人
次。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以儿童为本位
的深度创新、科技赋能的智慧服务与
全域协同的生态构建，从而实现

从“流量爆棚”到“留量深耕”
的华丽转身。

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

益智玩具馆。

宁 波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始 终 将
“儿童友好”理念贯穿服务的每一个
环节，致力于打造一个超越传统图
书馆功能、尊重儿童权利、激发儿童
潜能、支持儿童全面发展的综合成
长空间。通过精准洞察需求、创新活
动形式、赋权儿童参与、深植文化基
因等多维度实践，构建独具特色的
少儿服务新生态。

一是全面关注儿童需求。从硬
件环境的营造到文献资源的配置，
少儿馆严格遵循“适儿化”设计标
准。在空间布局上，精心打造安全无
虞、色彩明快、充满探索乐趣的阅读
环境；在资源建设层面，建立动态追
踪机制，通过深度分析海量借阅数
据、紧密跟踪国内外少儿出版热点、
广泛收集小读者及家长的真实反
馈，精准把握阅读趋势与新兴需求。
特色服务“你选我买”荐购平台高效
运作，极大地提升了馆藏资源的吸
引力和利用率，确保资源供给与儿
童需求高度契合。

二是创新打造活动品牌。少儿
馆积极突破传统阅读活动的边界，
探索多元化、沉浸式、强互动的体验
模式。精心培育并形成了“童读大课
堂”“天一童读”“天一童艺”等一系
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活动品牌。“益
智玩具馆·墨宝小玩家”巧妙地将色
彩斑斓的功能性玩具转化为知识载
体，让幼儿在游戏中自然锻炼手眼
协调能力、逻辑思维、创造力及社交
能力；创新推出“新六艺”综合素养
课程，涵盖声乐、舞蹈、美育、朗诵、
非遗、国学六大板块；在重大节日策
划“少图奇妙游”等寓教于乐的游园
活动，融合知识闯关、互动集章、手
工制作、才艺表演、童书漂流等环
节 ，让 少 年 儿 童 深 度 体 验 阅 读 的

“动”与“静”。少儿馆还特别重视特
殊儿童群体，在世界孤独症关注日
精心策划“我们共同的节日——星
光伴读 书香童行”特别活动，在宁
波市康复医院等场所设立温馨的

“星光悦读角”，以实际行动消除阅
读障碍，传递平等与尊重，确保“一
个都不能少”。

三是儿童参与共建共享。少儿
馆坚信儿童不仅是服务的接受者，

更是阅读场所共建共享的重要力
量。创新成立了“儿童观察团”，首批
30 名不同年龄段的小观察员以主人
翁的姿态，带着敏锐的“童眼”深入
图书馆各个角落，积极参与空间布
置讨论、活动策划构思，并对服务细
节提出宝贵意见。寒暑假推出的“图
书馆小管家”实践活动，吸引众多小
读者投身图书整理、读者引导等工
作，在实践中培养自律性和责任心，
不少孩子已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员
工”。品牌活动“风帆少年——我们
这样长大”系列分享会，打破单向灌
输模式，为有才华、有思想的优秀甬
城学子搭建聚光灯下的舞台，让他
们从安静的听众蜕变为自信的讲述
者，分享科技探索的奇妙、艺术创作
的感悟、公益实践的收获，展现当代
少年的独立思考与蓬勃向上的风
采，成为同龄人的榜样。

四是深植地域特色文化。充分
依托宁波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少
儿馆精心策划了贯穿全年的海洋主
题系列活动。从引人入胜的“蔚蓝
探索者”海洋科普展览，到汇聚丰
富读物的海洋专题书展，系统性地
引领孩子遨游在知识的蓝色海洋
中。“海洋博物课堂”则通过专家
深入浅出的讲座、珍贵海洋生物标
本的近距离观察、趣味盎然的科学
实验等互动形式，生动展现海洋生
态的奥秘、航海科技的发展及海底
世界的奇幻，有效激发孩子探索未
知、保护海洋的热情。同时，少儿
馆也致力于本土文化的传承，通过

“童话甬城”系列活动，将王阳明
的心学智慧、黄宗羲的经世
思想、天一阁的千年书
香、河姆渡的远古
文 明 ， 转 化 为 孩
子 可 感 知 、 可
理解、可亲近
的 家 乡 故 事 ，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完 成 乡 土
文 化 的 寻 根
之 旅 ，将 家 国
情怀与地方文
化 认 同 深 植 于
心。

儿童友好：
构建多维成长新场景

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以
前沿科技为引擎，深度赋能
图书馆服务，将冰冷的代码
转化为可感知的温度，构建
起 一 个 高 效 便 捷 、 互 动 性
强、充满未来感的智慧服务
新矩阵，极大地提升了少年
儿童的体验感和参与度。

一是智能交互提升体验。少
儿馆将人机自然交互作为智慧化
落地的首要突破口。步入图书
馆，入口处的巨型智慧屏幕如同

“数字中枢”，以热力图等实时可
视化方式，清晰展示馆藏分布热
度、各区域即时客流、新书推荐
风向等关键信息。更为亮眼的
是，搭载先进 AI 大语言模型的
智慧机器人馆员，能够主动迎
宾，基于先进的 RAG （检索增
强生成） 技术，融合精确的空间
坐标信息与庞大的知识图谱，流
畅、准确地解答小读者提出的各
种问题，并提供精准的导览服
务。这些技术应用不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化身为孩子亲切的

“导航伙伴”和博学的“知识导
游”，让他们从踏入图书馆的第
一步起，就感受到浓浓的“科技
温度”。

二是智慧系统重塑服务。少
儿馆内部署的智慧书架革

命 性 地 改 变 了 图 书 管
理 方 式 。 书 架 搭 载

高精度视觉盘点系
统，能够将实体
图书以直观的虚
拟 书 架 形 式 在
终 端 屏 幕 上 进
行 可 视 化 展
示，定位准确率
高 达 96% 以 上 ，

有效解决了小读

者“找书难”的痛点，显著提升
了借阅效率和体验满意度。引入
的高密度智能书库与高效的仓储
机器人系统协同工作，构成了强
大的后台支撑。小读者只需通过
便捷的自助借书柜终端下单，仓
储机器人便能迅速在书库中精准
定位目标，并将其快速运送到取
书 点 。 这 套 智 能 系 统 将 原 本 复
杂、不可见的后台仓储流程，转
化为儿童可视、可感、充满科技
魅力的“知识管家”服务，不仅
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也潜移默
化地发挥着图书馆科技启蒙的教
育作用。

三是前沿技术焕新体验。少
儿馆深度融合 AR、VR、AI 互动
等前沿技术，为传统阅读活动注
入全新活力。在互动体验区，沉
浸式互动课堂让抽象的知识变得

“触手可及”。传统文化空间运用
多 种 互 动 设 备 和 沉 浸 式 光 影 技
术，生动演绎汉字数千年的演变
历程，展示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和地方语言魅力。智慧创意空间
则集中了 AR 阅读、VR 体验、AI
互动游戏等功能，通过创新的数
智科技，为小读者带来前所未有
的沉浸式阅读与学习体验。开馆
以来，已成功举办“小小棋王争
霸赛”“光影小课堂”等逾百场智
慧阅读体验活动，有效打破了传
统阅读的时空与感官界限。

科技赋能：
打造智慧服务新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