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图书馆
馆藏数据

总馆藏
235.12万册

11.02%

2023年新入馆藏占比

新入馆藏:25.91万册

总馆藏价值:1324.24万元

各类别馆藏量

16.56万册

▶图书

新入

200.91万册

5252册

▶期刊

新入

82401册

持证读者人数年龄、性别比例

有借阅记录男女读者占比

男性读者
42.37万
40.69%占比

女性读者
61.76万
59.31%占比

（以上数据均由海南省图书馆提供）

三个孩子都爱看书
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

一天，饿了就吃些面包水果

当海南日报记者联系到孙春芳，
告知其成为“借阅冠军”后，她自己觉
得有些不可思议。“很意外，没想到居
然成为去年借阅最多的读者。”

“我主要借的是漫画书、文学小
说、杂志，大部分借的图书是给家里的
孩子看的。”孙春芳是一位全职妈妈，
家中有三个孩子，都十分喜欢阅读。

孙春芳说，由于家里限制孩子
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因此三个
孩子每天的空闲时间基本花在了看
书上，每天早上睡醒后、下课回家
后、晚上忙完功课后，都是他们的阅
读时间。“有时担心孩子们用眼过
度，我还得让他们放下书本，免得影
响休息时间。”

由于年龄和性别不同，孙春芳
的孩子对图书的喜好也有差异。比
如，大女儿上初中，喜欢读小说和杂
志等文学作品；二儿子上小学六年
级，除了看文学作品外，还喜欢读科
普类漫画书；上一年级的小儿子则
更青睐卡通动漫书籍。

孩子们爱读书的习惯是如何养
成的？孙春芳坦言，从大女儿上幼
儿园开始，她就会经常带去图书馆，

让孩子感受阅读的氛围。
“有时候孩子在图书馆一呆就

是一天，中午饿了就吃些面包和水
果，下午继续看书。”孙春芳说，孩子
在后来逐渐爱上了阅读，还主动要
求去图书馆。而两个弟弟在姐姐的
影响下，也喜欢上了读书。

每周都会为孩子借书
家离图书馆十几公里，

骑电动车来回一个多小时

看到孩子们如此热爱读书，孙春
芳夫妇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不遗余
力地支持孩子们。

为了方便孩子们在家读书，孙
春芳从2022年开始，每周都会帮孩
子们去图书馆借书。“孩子对图书的
需求量大，购买书籍成本高，从图书
馆借阅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一提到借书，孩子们非常积
极，每次借书我至少借20本书，最
多的时候会借到30本。”孙春芳说，
她一般先让孩子们挑选好想看的书
籍，再通过手机在线选书下单。

孙春芳的家离省图书馆有十几
公里路途，骑电动自行车来回要一
个多小时，除了借书，书籍快到期了
她还得再跑一趟去归还。“虽然有点
辛苦，但看到孩子们拿到书后高兴
的样子，还是觉得很值得。”

去年，省图书馆在海口高铁东站
添加了自助柜，网上下单借书后，图
书馆会免费送书到自助柜，孙春花便
开始到那里去取书。“现在拿书花费
的时间只要不到二十分钟，已经缩短
了很多。”

随着阅读量日渐丰富，孩子们
乐在其中，会主动和孙春芳夫妇分
享读书后的收获和心得。“他们会告
诉我和爱人书里哪些故事打动了他
们，甚至向我们推荐书籍。”

在孙春芳看来，喜欢读书对孩

子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十分明显。“他
们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各方面的知
识储备得到了提升，还加强了自身
的表达能力、专注力和观察力，能够
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和理解事物。”

放下手机陪伴孩子
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

光最美好

细细观察省图书馆提供阅读数
据，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少儿类书

籍颇受欢迎。
例如，在去年借阅总排行榜中，

前三名分别是《半小时漫画〈论语〉》
《布莱顿少年冒险团8：最后的冒险》
《布莱顿少年冒险团7：王子与马戏
团》，后两本为少儿类书籍；在年度
人文社科类借阅榜中，排名榜首是
一部少儿类书籍，而排名前十名的
书籍中也有七本属于少儿类书籍。

“儿童读物成为借阅‘常客’，一
方面是因为其图文并茂的形式、浅
显易懂的题材更能够吸引孩子们，
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家长对孩子的
早期阅读十分重视。”省图书馆相关
负责人认为，通过阅读可以促进儿
童的语言和认知发展，提升注意力、
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还能加强亲
子关系。

孙春芳说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
光最美好，她认为最好的陪伴就是
陪孩子一起阅读。她也建议年轻的
父母们在家里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
读书。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感受阅读的
乐趣，在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省图
书馆将举办集体诵读、打卡集赞有
礼、古籍修复活动、千册期刊大赠送、
无障碍观影暨智能听书机现场借阅、
文化市集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良好
的阅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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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冠军借阅冠军””的书香生活的书香生活
■ 本报记者 黎鹏

“纸质书更能感受到
阅读的乐趣”

“我家距离省图书馆不远，过
来很方便。”在自助借还书机前一
通操作后，海口市民莫秋香将借阅
的两本小说顺利归还，向记者分享
自己的阅读习惯。

“虽然周围不少人都购买电子
书来读，但我还是喜欢一手捧着纸
质书，一手翻着书页去读。”莫秋香
坦言，相较于电子阅读，纸质阅读
更能让她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而
安静的图书馆对她而言更是阅读
的好去处。

在莫秋香看来，纸质书避免了
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带来的疲惫
感，对眼睛负面影响较小，同时也
能促使人思考，增强对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

莫秋香比较喜欢文学类、哲学
类和生活类书籍，她会关注一些专
门推荐书籍的微信公众号，不定期
地浏览，看到自己心仪的书籍再到
图书馆来寻找。

莫秋香说，找好书后，每当有
时间她都会选一个僻静的位置阅
读，书中打动自己的地方她会用手
机拍照留存下来，有时还会加上自
己的理解和感悟，分享到朋友圈，和
家人朋友一起交流。

与莫秋香一样，在海口工作的
00后读者刘婷也是省图书馆的常
客。

“我父母很喜欢读书，在我小
时候他们去逛书店都带着我。凡
是我看上的漫画书，他们基本都会

给我买。因此去书店也成为让我
开心的事。”在父母影响下，刘婷渐
渐也喜欢上了读书。扉页里散发
出的淡淡墨香，让她心情愉悦。

从诗歌到散文，从短篇小说到长
篇小说，从历史书到哲学书……随着
阅读面不断扩大，刘婷开始到图书馆
借书，以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

“在图书馆里经常有
意外收获”

来自黑龙江的李鸣军是一名50
后，退休后，他来到海南生活，看书成
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特别
想系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历
史。但以前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好
好看书。”李鸣军遗憾地说。

现在空闲时间多了，李鸣军便挨
个把历朝历代的书籍找出来，借回家
好好研究。“我来图书馆的频率不算
很高，差不多一个半月来一次。但每
次来都是满载而归。”翻看李鸣军展
示的借阅记录，他借的书基本都是历
史类书籍。

在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眼中，
75岁的林芳善是馆内资深读者，
他热爱读书，喜欢海南文化，还出
版过《府城岁月》等图书。

2009年退休后，闲不下来的林
芳善萌发了拍摄、编著海口历史文
化遗存系列图集的念头。在工作
开始后，他才发现很多历史文化的
背景资料自己并不了解，无法作出
准确的表述。思来想去，他决定到
省图书馆借阅书籍，查找相关内容。

“对我而言，图书馆真的就是

一个巨大的宝藏，经常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林芳善坦言，自己需要的
资料基本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不仅
增加了他的知识储备，也让他能够
顺利开展后续研究。

“阅读让我与别人交
流时更自信”

虽然家里离图书馆很远，但每
个周末一有时间，海口市西湖实验
学校五年级学生蔡昕怡总是会忍
不住跑到省图书馆找书。

“老师一直鼓励我们多做课外
阅读，以此来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蔡昕怡和同学们都十分喜欢
生活类的散文集和短篇小说，大家
找到新书会互相交换着看。

“碰到优美的句子我会在反复
欣赏诵读的同时摘抄下来，不仅对
写作有帮助，也能提升思考的能
力。”蔡昕怡说。

“我性格比较内向，阅读使我
不断积累沉淀自己的知识面，在和
别人交流时信心更足。”刚一见面，
90后读者王钟满就向记者推荐了
一本科普类书籍《戏很多的医学
史》，该书用通俗幽默的语言解读医
学发展历史，让读者更加理性地认
识疾病和健康。

王钟满从2018年开始到省图
书馆借阅，目前为止已经借阅了近
140本图书。

“于我而言，阅读还是疏解低
落心情的一味良药，不仅能让我转
移注意力，也带我走进另一个世
界，为心灵寻得休憩之所。”王钟满
说。

■ 本报记者 黎鹏

“省图书馆去年入藏纸质图
书 16 万册，涵盖种类约 5.9 万
种。”省图书馆采编部相关负责人
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相较2022年，去年省图书
馆新增馆藏图书册数增长了两
倍。

作为当今国内图书馆使用最
广泛的分类法体系，《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分为五大基本部类，包括
马列毛邓、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进一步细分
为22个大类。

省图书馆采编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馆去年入藏纸质图书涵
盖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所有大
类，主要集中于社科类、自科类、
文学类及少儿类图书。具体来
看，绘本、小说、历史、经济、政治
类图书在所有入藏纸质图书中占
比较高。

“入藏的纸质图书主要来源
包括购买、捐赠和出版物呈缴
三个渠道。”该负责人表示，省
图书馆综合考虑馆内资源体系
建设、当年工作重点及读者需
求，围绕获奖图书、各大书目网
推荐书目、参考图书排行榜、读
者推荐、专家推荐等多种方式
选购图书，确保新增馆藏图书
能够更好满足不同年龄群体读
者的需要。

电子阅读风靡

他们依然钟爱传统阅读
■ 本报记者 黎鹏

省图书馆去年
引入哪些书？

社科类自科类文学类

及少儿类占主流

文字/蔡佳倩 本版制图/许丽

阅读，是一种力量，它塑造我们的思维，开阔我
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对于那些坚持
阅读的人来说，书籍不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
工具，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通过阅
读与智者交流，感受不同的思想和文
化，体验不同的生活经历。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让我们向那些坚持阅
读的人致敬，也向阅
读本身致敬。因为
阅读，让我们的
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读者在海口市龙华区
图书馆内阅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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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29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阅读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如今，在电子阅读浪潮的冲击下，依然有许多读者选择到图书馆
借阅纸质书。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进省图书馆，与老中青和少儿读者
们交流借书的那些故事。

临近
世界读书
日，省图书馆
提供的有关数
据显示，去年全馆
办理借阅证的数量达
到了2.2万张，全年文献
的外借量为108.5万册，数
字资源访问量30.4万人次。
这其中，海口市民孙春芳去年一年
总借阅图书达1837册次，在所有借
阅读者中名列第一。

孙春芳在陪孩子看书。

孙春芳在省图书馆借
书的电子借阅列表显示，她
近半年为孩子借阅书籍
720本。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