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
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我依然暗暗
设想 ，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
样。 ”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
赫斯（阿根廷）

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 、身
份、喜好，在图书馆，都变成了一
个普通的读书人。 与剧院、商场、
酒店、饭馆相比，图书馆更像是
一种遗世独立的存在，而那些屈
指可数的 24 小时图书馆， 就是
城市黑夜中的明眸，为我们照亮
走向黎明的道路。

这个夏天，劳动报记者采访
了 24 小时图书馆中的夜读人 。
无论是奋笔疾书的备考族，路过
来“充电”的晚归人，还是结束工
作后来坐一坐的夜班职工，在这
个 135 平方米的小小空间里，那
些对生活的热情 、 对未来的梦
想，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晚上 8 时的嘉定新城 ，“我
嘉书房”依旧灯火通明。 “滴”，拿
着读者证一刷卡，感应门应声打
开 。 在这个 135 平方米的空间
内， 满满当当摆放着 8 排书架，
涵盖了文学、历史、医药、语言类
书籍。小小的图书馆内，WIFI、饮
水机、打印机、垃圾桶、自助借阅
设备、沙发一应俱全。

这里，静的仿佛能听到一根
针掉下来的声音。 不论是右手侧
的自习区还是左手边的沙发区，
已是座无虚席。

坐在一群奋笔疾书的人中，
法学专业的 80 后小万正在为即

将到来的司法考试做准备。 “离
司法考试还有二十几天！ ”扎着
低马尾、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别
人眼中的小万是个不折不扣的

“学霸”。
对于“我嘉书房”，小万有着

非比寻常的感情。这间 24小时图
书馆从 5 个小沙发到现在超过
20 个座位， 可以说伴随着小万
一路备考。 为了准备考试，她每
天早上6 点起床驱车十几公里赶
来抢座。 “这里的座位特别抢手，
上午 8点之后就没有空位啦。 ”

“环境好，提供免费停车位，
最关键的是 24 小时都开放 ，对
于我们备考族来说，真的太方便
了。 ”小万坦言，在家里，看到哪
里脏了忍不住去打扫；看到有件
衣服还没洗 ， 又忍不住去洗衣
服 。 家里让人分心的事情太多
了，到图书馆来 ，能够更加纯粹
的学习、阅读。

“我去过很多 24 小时图书
馆，最终还是固定扎在这里。 ”小
万说，这里的阅读氛围浓。 “非常
安静， 基本上听不到闲聊声、游
戏声 ， 大部分人是来准备考试
的。 ”在这里，小万认识了不少志
同道合的备考者 ， 甚至组成了
“学习同好会”。 大家彼此熟识，
复习时遇上难题 ， 可以相互解
答；当备考 、工作中遇到不顺心
的事，也能后相互鼓励打气。

“在 ‘我嘉书房 ’，遇上了很
多优秀的同龄人。 大家都在这里
努力，变成更优秀的自己。 ”一缕
光芒从小万的眼中一闪而过。

习惯回家前先来坐一坐

晚上 10 时，对于 24 小时图
书馆来说，是个分水岭。 原本一
座难求的图书馆内，陆续有读者
收拾背包，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行色匆匆、背着双肩包的男
子走了进来。

小李是刚工作不到一年的

IT 工程师。晚上 10:15，刚下班的
他路过“我嘉书房”，习惯性地要
坐一会儿。 “我就住在附近，下班
后会过来坐一坐。 ”接上一杯热
水，坐在单人沙发内 ，小李默默
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这里安静，我习惯下班后再
来学习一会儿英语。 ”电脑屏幕
上正播放着在线英语课程。 小
李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忙 ，有时
下班晚，自己还想看看书，24 小
时图书馆便成了他的好去处 。
“合租的房子，有时比较吵。在这
里，方便又安静。 ”充电完毕的小
李，顺手取来书架上一本 《蜀山
剑侠传》，原来他还是还珠楼主
的书迷。

他坦言， 有时候太困了，就
会拿一本武侠小说提提神。 “上
次看到第一四五回。 ”小李指了
指目录，“有一次看小说入迷了，
读了一个通宵 ， 直到天亮才发
现，差点耽误了工作。 ”

生活的疲惫暂且放一放

繁星点点，夜色沉沉。 临近

晚上十二点，“我嘉书房”内还有
4 名读者埋头阅读。 值夜班的保
安员小赵告诉记者，除了这些常
来图书馆的“老面孔”，有时还能
遇上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这样的
夜间工作者。

凌晨一点多，小赵看到一名
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走进了“我
嘉书房 ”。 “开着辆绿色牌照的
车，又是凌晨过来。 ”小赵估摸着
应该是网约车司机 ，“接了一杯
水，然后就坐在那里看书。 ”男子
还没休息多久 ， 手机上来了消
息，之后又匆匆离开。

“有时还会遇上外卖员。 ”小
赵说，“生活不容易，他们会在这
里看看书，休息下。 ”这些深夜游
走在城市中的夜间工作者，已经
成为深夜读者中的一个群体。 在
这里，那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
惫终于得以短暂放下，在书的理
想国中， 他们不再是外卖员、司
机，而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城市深夜的“灵魂伴侣”

“我嘉书房”融合了 24 小时
自助图书室、 社区文化空间、市
民科创实践基地、志愿者自治基
地、 公益休闲区域等多元功能。
不但纳入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

“一卡通”系统，与全市公共图书
馆通借通还，还提供了自助借还
图书、自助办理读者证等便捷服
务。 每个“我嘉书房”纸质藏书均
不少于 3000 册， 全年开展阅读
推广活动不少于 20 场次。

记者从嘉定图书馆了解到，
“我嘉书房”（裕民南路馆）在“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基础上升级建
设，除了优化阅览座席 ，还新增
自助打印机 、饮用水 、插线板等
设施设备，升级开放后一周接待
读者数量超过 1700 人次， 同比
增加了 58.2%。

目前，嘉定区现有 30 间“我
嘉书房”，每间都有自己的特色。
为了方便夜间读者 ， 嘉定新城
（马陆镇）的“我嘉书房”里，开设
了面向白领、少儿的英语角。 菊
园新区的“我嘉书房 ”则开设了
“今天我值日”、“书写时光”、“我
嘉荐书”等活动 ，增进了书房和
读者间的联系。 南翔镇“我嘉书
房”里的“亲子共读时光 ”，聚集
了一批喜爱亲子共读绘本的家

庭。 安亭镇的“我嘉书房”，设立
无声阅读专区 、清凉专区 ，推出
亲子旅游系列分享会 、“别人家
的孩子”家庭教育沙龙 ，配送嘉
定作家讲座和非遗药斑布手作

课程等。

看完今天的 《24 小时图书
馆》，亲爱的朋友，2019年劳动报
夏令热线就要和你说“再见”了。

2004 年夏季， 一条滚烫的
热线在劳动报诞生，就此开启一
个报媒与受众深度互动和情感

交流的“对话时代”。 从此，每逢
高温， 我们相约在电话的两端。
什么是你最盼、最急、最忧的事，
什么就是我们努力奔走的方向。

回首劳动报夏令热线开通

的这 15 年， 我们的热线记者队
伍不断地更新迭代， 我们 24 小
时随时接听、随时出击；读者群

体也显著 “升级换代 ”，从最初
的企业工会班组、一线工人，逐
渐拓展到都市白领职工、共享经
济从业者以及上海日益庞大的

老年市民群体。 近两年来，随着
劳动报融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
我们把夏令热线从“纸上”扩容
到了网上、微博上、微信公号上。
今年 7 月，我们推出了全新的新
闻客户端“劳动观察”后，夏令热
线也通过这个平台走进了更多

寻常百姓家。 出门上班，地铁里
点开“劳动观察”，看“夏令热线”
今朝又有啥新的调查和特稿；下

班路上，打开“劳动观察”，“夏令
热线”已推送出最新的“生活提
醒”和“读者互动”。 这是一种新
的阅读潮流，也是我们更诚挚的
陪伴。

回首这 15 年， 正是上海经
济发展、 民生建设和城市管理
“加速度”奔跑的 15 年。 我们的
目光所及之处， 也从柴米油盐、
“开门”七件事，拓宽到劳动者的
高温保障和工作权益、市民居住
环境和公共安全等社会管理的

方方面面、细枝末节。 汛期+梅
雨， 上海电力抢修怎么保供应？

烈性犬线上线下随意买卖，谁来
监管？ 高温费涨了 100 元，你的
单位做到了吗？还有诸如 5 号线
为何总是“龟速”开行、如何应对
暑假医院的看病潮、消防通道何
以被商户侵占改造成员工食堂

……这些是你们的牵挂，也是我
们的责任。

15 年，上海一天天长高、变
美。 我们见证这座城市的成长，
记录下成长过程中的小确幸。今
年夏令热线我们推出了两大专

栏———“上海消夏图鉴”和“昨夜
今晨”， 用我们独特的镜头和语

言，为你还原城市中过去和现在
的“小美好”，解读一个个寻常上
海人的奋斗与梦想。

一头是老百姓和一线职工

的期许， 一头是主流媒体的担
当。 感谢有你，劳动报夏令热线
又答出了一份考卷。 再见 2019，
让我们明年再相见。

（今年夏令热线有奖爆料
活动现已截止，获奖的读者将于
近期收到我们的礼物———价值

1000元的体检卡，请收到通知的
市民保持手机畅通。 ）

■劳动报记者 李蓓

昨夜今晨

备考族、加班白领、网约车司机……深夜他们回归“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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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登录“劳动观察”APP，进入
“活动”—“征集”后一键爆料，或在劳动
报微信公众号留言爆料，也可以拨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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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热线

新闻线索有奖征集

扫一扫，下载劳动观
察APP，领取爆料奖品

■黄兴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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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闷热而寂寞，总
有一些灯火不眠不熄。这
个夏天，我们特别关注到
了城市中那些 “晚睡”的
人们。成年人的世界没有
“容易”二字，那些伴着月
光熬夜的人，有多少心事
可以言说？ 劳动报、劳动
观察新闻客户端记者走

进寂静的黑夜，聆听 “昨
夜今晨”的故事。 故事的
主人公也是每一个奋斗

着的你、我、他。

24小时图书馆：守护热情与梦想

感谢有你，夏令热线交“答卷”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