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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城的
人口流动数量来
说，建一个图书
馆真的会有很多
人去吗

评论员陈柯旭

自习室不仅仅
是一种商业设施，它
安放的是县城人的

未来

评论员 王晓娜

评论员 董芳芳

能不能将
自习室进化成拥有
一部分社会服务
功能的共享文化
场所呢

河北邢台平乡县，一个人口仅4万的小县城里，一年时间开出超10家共享自习室，这个新
兴行业为什么下沉县城如此之快？在人口稀少的小县城，共享自习室真能长久生存下去吗？

董芳芳

小县城的“痛”谁懂？

王晓娜

县城自习室可持续吗？

为何不建公共图书馆？

董芳芳

王晓娜

陈柯旭

董芳芳

陈柯旭

陈柯旭

平乡县是邢台市GDP相对靠后的
县城，开自习室的老板说，平乡没有像
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学习空间。

正如网友评论那样：“小县城没有
图书馆的痛谁懂？”不少人还呼吁自己
的县城“抄作业”，可见人们对公共学习
空间的渴望。

共享自习室在暑假爆火，恰好跟学
生放假回家的时间重合，可以说学生人
在哪，自习室就能开到哪，学生在哪儿
都需要有一个安静学习的氛围，在县城
共享自习室能火也证明了大多数学生
在家里是学不进去的，况且从经验来看
家里有父母、弟弟妹妹等，想要个学习
氛围太难了。

氛围的确很重要，就像大学宿舍
里只要一个人学，就能带着一群人
学。县城里自习室受到欢迎，要么是
主动学习的人想找一个除了家之外合
适的地方，要么是缺乏自律的人，想通
过外界环境约束自己，不管是主动还
是被动，都是让共享自习室受到广泛
欢迎的原因吧。

从共享自习室数量来看，县城的
公共图书馆建设也该提上日程了。

不可否认，公共图书馆确实是
一个城市的刚需。但是从县城的人
口流动数量来说，如果建一个图书
馆，真的会有很多人去吗？到头来
会不会被说是资源浪费？县城里的
青年大多外出打工，学生也在外上
学，就怕留下来的，想去图书馆里学
习的寥寥无几。到最后，图书馆里
的工作人员比读者还多。

小县城考公考编考研的大有人
在，从媒体报道看，平乡县的自习室
客流不断，已经说明小县城对教育
设施的需求度之高。倘若能有图书
馆，更是对公共学习空间的补充。
当然，不管是商业性质的自习室，还
是开放的图书馆，都需要好的运营，
才能发挥出其作用与价值。

共享自习室大多是当地人的创业
项目，收费也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别人
给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像
视频里的那位老板，他开的共享自习
室，自己也会在里面学习，一边赚钱补
贴家用，一边充实自己。

创业者在县城开自习室，门槛低、
成本低，回本周期更加可控。县城缺乏
公共学习空间，正好由这些自习室来填
补。一定程度上，创业者不但实现了自
己的商业营收，还促进了县城的城市化
建设与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平乡县的共享自习室分布大多在
学校、商场和小区附近，说明即使是县
城，只要是人群密集的地方，就对教育
资源有需求。缺乏图书馆，那自习室自
然也就顶上了，不过在共享自习室林立
后，创业者们该如何提高竞争力？

王晓娜

是否有“双赢”之道？

自习室的主要受众大多是考公、考
编、考研的社会人。平乡一自习室老板
说，大城市偏好装修、配色、灯光暗淡的
自习室，小县城则更喜欢宽敞明亮的。
可以推测，大城市的自习室有消遣、放
松、充实自我的意味，小县城则透出“务
实”二字。 县城人把自习室当做为人生
奋斗的战场，可以说，自习室不仅仅是
一种商业设施，它安放的是县城人的未
来。

如果因为人口、资源等问题，现阶
段无法实现县城内的公共图书馆建设，
倒不如给这些创业的人提供帮扶，让共
享自习室在政府的支持下继续开下
去。这对于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是否能将小小的自习室隔间，进化
成拥有一部分社会服务功能的共享文
化场所呢？政府在政策上多倾斜，给予
老板扶持，让县区的大中小学生花更少
的钱，享受更多文化熏陶和独立学习的
氛围，怎么看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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