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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持有“0001”号读者卡？

“我还清晰地记得去年的12月27日，在进馆后，我立刻到自助
办卡机用身份证办了一张读者卡。”市民赵先生边说边拿出了尾号
为“0001”的读者卡。这正是城市图书馆所办理的首张读者卡，而
赵先生也成了该馆“1号读者卡”的拥有者。

读书，对于赵先生来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中文
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一直从事文字工作，阅读与书写既
是专业也是他的爱好。“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总是抱着书本看个没
完，小学四年级就戴上了眼镜。”赵先生说自己对阅读的挚爱从以
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不论是上学时还是工作后，在字里行间收获
乐趣始终是最能让他感到放松和愉快的事。

成为城市图书馆“1号读者卡”的拥有者和他爱读书的习惯分
不开。“比起电子阅读，纸质出版物感觉更亲切。不管是书本还是
报刊，纸张在指尖翻阅的感觉会给我更强的获得感。这也是我总
愿意来图书馆的主要原因。”

谁是第一百万名读者？

“恭喜您成为城市图书馆的第一百万名读者！”在首都图书馆
馆长毛雅君的祝福声中，3月23日，城市图书馆迎来了第一百万名
读者。

城市图书馆的第一百万名读者李蒙住通州，她有一个上小学
二年级的女儿。自城市图书馆开放以来，来这里看书就成了他们
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我家离图书馆不远，现在我们一周总要来一
次。”李蒙说，“我喜欢在书山上读书的感觉，女儿更喜欢儿童区的
各种设施和丰富的绘本，在这里我们都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除了丰富的图书资源，李蒙也对城市图书馆的阅读环境赞誉
有加，智慧书桌上的台灯可以自行调节灯光，也有预设模式可以
直接选择，“家长会更多关注阅读环境，让孩子在这里看书，我很
放心。”

图书馆精彩纷呈的活动也丰富了李蒙一家的日常生活。“图书
馆举办了汉服体验活动，我带着女儿来参加，让孩子亲身体验了传
统文化。”李蒙说，“城市图书馆很壮观，亲身体验后，馆内如元宇宙
交互数字人的智能设施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惊喜。在这里阅读让
我和家人收获了很多快乐。”

王大爷的大侄子是谁？

“您好，我来找我大侄子。”一大早，王大爷来到城
市图书馆的服务台。工作人员听后会心一笑。“您稍
等，我们给您叫大侄子去。”

王大爷口中的“大侄子”并不是他亲侄子，而是图
书馆的工作人员贾浩。原本素不相识的二人是怎么
论上亲的呢？这要从王大爷第一次来图书馆说起。
城市图书馆配备了全套自助设备，从读者卡办理到借
书、还书，都可自助完成，可一些老年读者对新事物接
受得慢，想要借书却不知道办卡的具体流程。刚好，
贾浩当天看到了王大爷正犯难，主动上前，很快帮忙
办好了读书卡。几天后，王大爷再次来到图书馆，恰巧
又碰到贾浩。一来二去，两人熟悉起来。在交谈中，王
大爷对贾浩的称呼渐渐变成了现在的“大侄子”。贾浩
说，现在同事都知道他在通州多了个“亲戚”。

有了这段经历，对王大爷来说，城市图书馆这座
壮观的“银杏林”亲切了许多，因为这里不仅有书，还
有他的“大侄子”。

有人在这里开启第二人生

滕晓荣从未想到，她会在城市图书馆开启自己的第二人生。
滕晓荣自年轻时起就喜欢图书馆里的氛围，可繁忙的工作让她始
终很难有时间在图书馆里待上太久。今年7月就要退休的她，却神
奇地与城市图书馆邂逅了。

“一开始，滕女士是作为志愿者报名参加了‘相约星期一，志愿
赴城图’的活动，在城市图书馆周一闭馆时来协助我们整理书籍。”
城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滕晓荣表现出了极高热情，开始频繁
参加图书馆工作，几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骨干志愿者。现在她几
乎每周都来做志愿者，还帮图书馆组织其他志愿服务。

为什么要对图书馆志愿工作如此投入？滕晓荣表示，参与图
书馆的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既填补了临近退休的空闲时间，也满足
了她从年轻时起对图书馆的喜爱。这种参与既是一种热爱阅读的
动力，也是反哺社会的机会。通过志愿服务，她更在阅读的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二次精彩人生。

有人在这里找到“老乡”

临山间，于树下，勤阅览。北京城市图书馆又名“森林书苑”，
屋顶的树状建筑结构形如银杏叶片，宛如“森林伞盖”。这里不仅
是一座独具匠心的文化建筑，更以书为媒、以馆为桥，每天在这片

“银杏森林”中的“书山”中，都在发生着各种感人的读者故事，让这
处意气风发的建筑格外生动。

前不久，一位出示台胞证件的女士来到服务台要办理读者卡，
就在办卡过程中，也有一位女士前来询问办卡事宜，而她恰巧也是
一位台胞。

同一时段有两位台胞来办读者卡已是巧合，更巧的是她们还
都来自台湾的同一个地区，二人兴奋地交谈起来并互换联系方式，
真没想到通过图书馆遇到了“老乡”。

来图书馆寻“老乡”的还有一对挪威夫妇。作为城市副中心崛
起的新地标，城市图书馆不仅吸引着国内八方来客的关注，还引来
许多外国友人。其中，这对来自挪威的夫妇尤其令工作人员印象
深刻。

“他们大概五六十岁，住在北京市区，看得出来他们对城市图
书馆的建筑设计特别感兴趣，问了我们好多问题。”接待这对挪威
夫妇的王女士回忆说，这对夫妇专程到访城市图书馆，是因为他们
听说挪威的一个设计团队参与了城市图书馆的相关设计工作。这
激起了他们对城市图书馆的极大兴趣，特意赶来亲眼看看两国设
计的融合与碰撞结出了怎样的硕果。“他们在参观后说特别喜欢这
座图书馆，以后有机会一定还要再来。”王女士说，作为一处地标性
文化交流场所，城市图书馆一定还会发生更多有趣的故事。

“百日宝宝”送“百日宝宝”啥礼物？

“这是给孩子的礼物，希望她以后能喜欢上读
书。”3月29日，一份系着蝴蝶结的粉色礼包放到了卢
女士手中。这是将满百日的城市图书馆，送给卢女士
将满百日的女儿的一份礼物。其中有两本启蒙图
画书、一份推荐书单、一组书签、一张图书馆的少儿
读者证，还有一只粉色的少年儿童馆智慧展陈吉祥
物——小问号的毛绒玩具。

卢女士的宝宝出生日和城市图书馆开馆日紧挨
着。“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带女儿去看看，希望
孩子能从小培养起阅读的习惯。”更让她没想到
的是，图书馆听说这事后，开展了“摇篮书香”活
动，向新生儿家长发放“摇篮书香大礼包”，还为
新生儿订制人生的第一张读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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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京津冀乃至外国友人静心阅读的不二之选。北京城市图书馆开馆百日的成长经历，正让其回归图书馆的初心。100天来
城市图书馆到馆人次超114万，图书外借人次近5万，外借册次超20万册，累计办证量9.6万余张。在此期间，城市图书馆还举办了超
400场活动，参加人次约60万。

读者都来自哪里？原来，城市图书馆京内读者主要来自通州、朝阳与海淀，外省书友依次是来自河北、天津与山东，而美国、新加
坡和蒙古则是国际客流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城市图书馆一天天长大，读者在馆内停留时间已从最初的一个多小时，增至现在的平均
驻留约2.3小时。

百日间，城市图书馆的“银杏林”见证各式成长故事。

本报记者 赵鹏 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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