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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大庆是一座以石油天然气工业、石油化

学工业为主导的新兴城市。人口 96 万, 面积

5500 平方公里, 分布着 50 多个大型企业, 这

些企业集团构成了整个大庆的经济主体, 并

以年产原油 5500 万吨, 年上缴国家利润近

50 亿元的速度前进着。

大庆图书馆事业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

面。目前, 大庆共有图书馆 1607 所, 馆舍面积

达 7. 6 万平方米, 藏书 546. 4 万册, 年均接待

读者 450 万人次, 借阅书刊 1100 万册次。每

个居民占有藏书 4. 6 册, 年人均借书 10 册

次, 这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大庆图书馆事业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

(1) 起步阶段 (1960～ 1970 年)

1960 年石油会战初期, 大庆工委就决定

筹建图书馆, 但当时负责筹建图书馆的只有

以本馆馆藏为基础, 再吸收补充其他单位的

馆藏, 最后形成全网络的联合目录数据库, 使

期刊资源的开发利用更迅速有效。在网络的

运行中, 还须建立便于阅览、互借和各种服务

的制度。凡参加农业系统协作网络的成员单

位, 各馆应向全网开放。

参考文献

1　余育安. 文献价值的特点与期刊工作的管理. 广

东图书馆学刊, 1990 (3)

2　黄达晶等. 全国农业科技期刊调查分析. 农业图

书情报学刊, 1991 (6) : 1

3　邢志义. 从两次农业外刊“联目”的编制看农业文

献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994

(1) : 26

4　王化源. 论期刊的情报价值.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991 (3)

5　郑金铃等. 外文期刊利用现状的统计分析及其改

进设想.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990 (6) : 36

邢志义　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北京白石桥路

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中心。邮码 100081。

(来稿时间: 1996. 9. 23。编发者: 刘喜申)

—37—



2 人, 一名是转业战士, 一名是中专生。他们

通过购买、捐赠等方法收集图书资料 3000 多

册, 在一个旧活动板房里建起了属于大庆科

学院的简易图书室, 不分昼夜地开馆。3 年

中, 他们行程几万里, 为工人、科技人员送书

1. 2 万册次, 接待读者近 8000 人次。这便 是

当年被油城人称誉的“板棚图书馆”。

(2) 形成阶段 (1970～ 1980 年)

70 年代初, 大庆石油会战宣传部与松辽

石油勘探局又分别建起了 2 个图书馆, 共藏

书 1. 5 万册。1972 年决定筹建大庆市图书

馆。1975 年 11 月大庆市图书馆建成, 馆舍面

积 800 平方米, 工作人员 10 名, 藏书 14 万

册。随后, 各会战指挥部陆续建起 35 所图书

馆, 藏书 64 万册, 工作人员 510 名, 馆舍面积

达 2. 5 万平方米。1978 年 8 月, 大庆成立了

由 30 所图书馆参加的协作委员会, 商定由大

庆市图书馆作为地区协作网络中心。此后, 在

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 在大庆市图书馆

的具体帮助下, 组建起油田各厂、公司级图书

馆 63 个, 厂、公司下属的大队级图书馆 150

个, 小队级图书馆 563 个。至此, 大庆四级图

书馆网基本形成。

(3) 发展阶段 (1980 年以后)

1982 年 1 月 23 日大庆市图书馆新馆剪

彩开馆, 面积达 7600 平方米, 工作人员增加

到 80 人, 藏书达 20 万册。 1992 年林甸、杜

蒙、肇源、肇州 4 县划归大庆市, 给地区公共

图书馆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地区公共图

书馆事业有了突破性进展。

2　大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取得的成就

2. 1　加强业务基础建设工作

业务基础建设工作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基石。大庆地区图书馆网中心建立初期, 各类

型图书馆的业务建设不规范, 文献采购无计

划, 随意性强, 使用几种分类法, 书刊著录不

统一, 藏书排架及检索方式多样化。针对这些

情况, 网络中心狠抓了图书馆藏书建设及各

项业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

(1) 建立适应油田发展的藏书保障体

系。藏书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条件。70 年代

以后, 大庆地区网中心组织业务骨干馆, 针对

各单位的任务及发展方向, 首先制定了二级

单位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原则及采购条例。指

导各馆按着“以用为主, 藏用结合, 分工明确,

各具特色”的采购原则组织自己的藏书。并逐

步形成了以石油学院图书馆为主的石油开

发、勘探等石油文献的收藏中心, 以大庆师专

图书馆为主的社科理论文献的收藏中心, 以

大庆市图书馆为主的社科综合文献的收藏中

心, 以石油研究院图书馆为主的外文工具书

的收藏中心等, 逐步形成了具有油田特色的

藏书体系。目前, 大庆公共图书馆藏书 90 万

册, 教育图书馆藏书 165 万册, 厂矿图书馆藏

书 221 万册, 科研图书馆藏书 70 万册。

(2) 实现业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标准

化。网中心首先组织制定了二级单位馆的暂

行业务工作条例。确定统一使用《中图法》类

分图书。要求使用其他分类法的图书馆限期

改用《中图法》, 为地区图书馆实现业务工作

标准化打响了第一炮。为推广标准化著录工

作, 网中心积极组织地区各系统二级单位图

书馆 300 多名有关人员参加培训班, 使文献

标准化著录工作迅速在全地区各馆推广开

来。针对各图书馆业务档案不尽统一, 先后举

办 4 次由馆长与业务统计人员参加的“档案

建设与业务统计”的学习班, 制定了业务统计

细则, 并设计业务表格近 30 种。至此, 全地区

图书馆的文献标引、文献著录和档案规范化

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2　培养一支过硬的图书馆员队伍

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馆员队伍素质的

高低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多年来大庆

地区各图书馆一直把培养一支过硬的馆员队

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并采取多种方式、多种

渠道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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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行每周半日业务学习制度。大庆市

图书馆根据 95% 的人员是非图书馆专业的情

况, 制定了 5 年培训计划, 决定每周闭馆半天

进行业务学习。坚持认真考试制度, 并将每个

工作人员的考试成绩同奖金挂钩, 业务办公室

还为每名馆员建立了业务考绩档案。馆内设立

了“十佳业务学习标兵”奖, 连续三年获此项奖

励者, 在同等条件下评职、晋级优先。市馆这一

做法在地区二级以上图书馆迅速推广后, 使整

个地区图书馆业务学习蔚然成风。

(2) 举办业务培训班。用长、短期学习班

相结合和送出去学与请进来教的办法, 先后

开办了图书馆专业电大教学班和情报信息管

理专业教学班, 目前已有 53 人获大专学历,

45 人正在学习中; 举办短期业务培训班 12

期, 培训人员 1167 人。几年来, 大庆地区还有

510 名图书馆工作人员被送出去, 参加高等

院校的图书馆专业培训, 占职工总人数的

25%。同时, 聘请专家、学者来大庆讲学共 20

人次, 授课 1100 学时。通过以上措施, 培训率

达 70% 以上, 大幅度提高了业务水平。绝大

多数受培训的人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骨干

作用, 有的还走上图书馆领导岗位。
2. 3　努力做好读者服务工作

(1) 文明办馆, 文明服务。多年来, 市图

书馆网中心按照油田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

提出在全地区图书馆实行挂牌服务、微笑服

务、主动服务, 制定了图书馆工作人员语言举

止规范, 开展“文明服务月”竞赛和“十佳优秀

馆员”评比等活动。

(2) 更新观念, 开放服务。根据省文管会

提出的开展“开放服务”竞赛活动的精神, 提出

“更新观念、开放服务”, 使有阅读能力的读者

都能方便地利用图书馆; 敞开书库大门, 使图

书馆的藏书都能为广大读者所利用; 简化借阅

手续, 扩大服务领域, 多方式、全方位地为广大

读者服务, 提高服务效益。具体做法是:

首先扩大藏书开架范围, 提高文献利用

率。大庆市图书馆将书库 13 万册自然科学图

书全部对读者开放, 而后又将社科开架借阅

图书由原来的 4 万册扩展到 5 万册, 过刊实

行开架押金借阅。馆藏书刊开架达 40 万册,

约占总藏书的 67%。这一业务改革给市图书

馆读者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 使阵地借阅指

标成倍增长。这项改革推广后, 全市图书馆书

刊开架率迅速上升到 30% 以上。

其次, 调整内部服务设施。市图书馆在原

6 部 2 室的基础上增设了流动服务部、少儿

工作部, 并配备了流动服务车, 同时对流动站

的图书实行了“单独立帐、单独保管、简化分

编手续、迅速投放”的管理方式。通过 5 年的

实践, 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既扩大了

服务半径, 又使市馆年度外围服务指标创历

史最高水平, 突破 20 万人、册次大关。

(3) 广泛开展多样化读书活动。这是从少

儿的“红读”活动开始的。已开展 4 届, 参加活

动的小读者近万人次, 其中近 500 名获了奖。

另外, 全市还持续开展了 3 届“万人读书

竞赛活动”, 不仅有图书馆的持证读者, 而且

面向社会。3 届读书活动参加者多达 3 万人。

参赛者成份之广、学习成果之多都是阵地服

务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为了引导读书活动向深层次发展, 大庆

市图书馆不仅有轰轰烈烈的读书竞赛活动,

而且还成立了“文学爱好者活动中心”。有近

300 名读者参加, 坚持每月活动两次, 聘请两

名教师辅导, 讲授文学创作理论等并进行实

地习作。3 年内共收到稿件 570 篇, 有 67 人

的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还有不少人晋

升为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他们都成为各图

书馆的重点读者。
2. 4　应用新技术, 向现代化图书馆过渡

在考察了全国各地 20 所较大型图书馆

后, 又经多方努力, 市图书馆得到市财政部门

拨专款近 40 万元, 先后购置了A ST 2486 网络

服务器、国光终端机 8 台、H P24 激光打印机、

EPBD 21600K 386 兼容机 2 台、286 兼容机 1

台, 空调机 3 台及应用软件等, 为大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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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自动化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

应用现代化技术, 人才是关键。市图书馆

经与市文化局、市人事局协商, 先后调入计算

机专业本科毕业生 2 名、中专毕业生 1 名。接

着, 按照黑龙江省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推

广站的要求, 完成了回溯数据库的建立任务。

并逐步开发了编目子系统、采访子系统、检索

子系统、流通子系统, 使图书馆自动化程度在

全省公共图书馆中处于前列。
2. 5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活

动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组织学术交流活

动, 是促使大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

工作。市图书馆学会成立 10 年来, 共组织大

型学术活动 8 次, 征集论文 460 篇; 小型学术

研讨会 41 次, 征集论文 843 篇。其中有 4 篇

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93 篇论文在省、

市级刊物上发表, 有 5 人出版著作 7 部, 有

145 篇论文分别获省、市级优秀论文奖。其中

《探求四级馆网模式, 发挥图书馆整体效应》

一文 (刘勤久撰写) , 被第 62 届国际图联组委

会评选为优秀论文, 并推荐在 96’北京国际

图联大会交流。

3　大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色

大庆图书馆事业是随着石油会战而起

步, 伴着石油工业的繁荣而发展的。从 60 年

代的板棚图书馆, 到今日大庆“四级图书馆

网”模式, 都充分地显示出企业文化的优势,

在“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的思想指

导下, 发挥图书馆的整体效应, 形成大庆图书

馆发展的特点。
3. 1　图书馆类型齐全, 规模大, 普及面广

在 1607 所图书馆中, 厂矿系统有 913

所, 教育系统有 574 所, 科研系统有 30 所, 公

共系统 50 所。这些图书馆都具有相当规模。

馆舍面积在 1000 平方米左右的就达近百所,

其中, 大庆石油学院图书馆、大庆市图书馆、

大庆师专图书馆、大庆石油管理局图书馆、研

究院图书馆等馆舍面积都在 7000 平方米以

上, 藏书在 50 万册以上。这些图书馆分布在

大庆方圆 5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覆盖率达

75%。
3. 2　图书馆自动化程度较高

在大庆 63 所二级以上的图书馆中共有

电子计算机 70 台、传真机 15 台、缩微机 5

台、激光打印机 9 台、复印机 50 台。目前已有

13 所图书馆开展了计算机应用工作, 拥有文

献数据 35 万条, 为全市图书馆的联机检索奠

定了基础。
3. 3　组建四级图书馆网

大庆油田的系列性大生产, 要求必须把

各类型的图书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为

油田建设服务。经过全市图书馆界同仁的多

年努力, 探索了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路——

组建大庆四级图书馆网, 形成了以大庆市图

书馆 (一级) 为中心, 以各厂、公司图书馆 (二

级) 为枢纽, 以大队图书馆 (三级) 为阵地, 以

小队图书馆 (四级)为前沿的新型图书馆网模

式。

该模式中, 市馆是网的中心, 职能是制定

文献收藏、文献加工、文献报导、文献利用、科

学管理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 并组织二级图

书馆付诸实施。

厂、公司馆 (二级)是网络的枢纽, 在网络

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职能是根据中心下达

的任务, 辅导三、四级图书馆。

大队级图书馆 (三级) 是网眼, 职责是带

动四级馆联合开展活动。

小队级馆 (四级) 是网点, 它们处在石油

生产前线, 直接为一线石油工作服务。
3. 4　充分发挥图书馆网的职能作用

图书馆网是图书馆协作的最高形式, 它

通过协作、协调, 联合开展活动, 进行合作攻

关, 使图书馆职能更好地得到发挥。

首先, 开展馆际互借, 努力寻求地区文献

资源共享。几年来, 全市图书馆年均互借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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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00 册次, 为解决油田生产、科研所需文

献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次, 积极开展图书馆间的多边活动。图

书馆间联合开展活动, 也是协作协调的内容。

近年来, 各系统、各级图书馆联合开展全市性

活动 103 次, 如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的演

讲、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促进了图书馆间相互

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并大大提高了图

书馆的社会知名度。

为党政机关决策服务, 是为经济建设服

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大庆市委、市政府进行

开发区建设的初期, 大庆市图书馆与大庆石

油学院图书馆联合组建课题组, 先后编辑专

题资料 11 万条, 组织信息发布会 4 次, 为开

发区建设提供了重要信息。另外还根据市委、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编辑《研究与决策》40

期, 发放近 2 万份, 被市信息科录用上千条,

市图书馆成为市委、市政府情报信息系统中

的子系统。

联合开展为科研生产的课题跟踪服务,

是全市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又一特点。

为了保证为科研生产合作攻关项目的顺利进

行, 以网为中心组织成立了深层次服务协调

组, 每馆派一名信息员, 专门负责合作攻关项

目的联络工作。几年来, 大庆二级以上图书馆

联合完成攻关课题 106 项, 有 83 项取得不同

效益。其中: 大庆市图书馆与采油一厂图书馆

联合服务的“油田注水剂”项目, 1988 年获成

功后, 转变了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 每年为国

家节约资金 30 万元, 并荣获省级科研成果三

等奖; 市图书馆与采油二厂图书馆联合服务

的“抽油杆抗疲劳试验”项目填补了国内空

白, 获市级科技发明奖。

与此同时, 通过图书馆网的协作、协调工

作, 使各图书馆打破了传统的自我封闭、自我

服务的旧格局, 变图书馆间的松散联合成为

一个正式的、完整的、有组织的联合体, 发挥

了图书馆的整体优势, 由原来的个体服务转

变为群体服务。

加强图书馆网点建设, 始终注意把三、四

级图书馆建立在生产的前沿, 还根据油田生

产单位流动性大的特点, 组织一支流动服务

大军, 坚持常年送书上门服务。市图书馆首先

成立了流动服务部, 配备了流动服务车, 建起

流动服务点 50 个, 年均投放书刊 8 万册, 流

通书刊 16 万册次。二级以上图书馆, 每馆建

立流动点 2 个以上, 共建流动点 214 个, 年投

放书刊 49. 3 万册, 流通 100 万册次; 用统一

规格的流动书箱 (特制, 每箱装书 100 册)。真

正做到了油井打到那里, 图书馆的流动书箱

就服务到那里。

刘勤久　大庆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邮码 150001。

(来稿时间: 1996. 08. 19。编发者: 翟凤岐)

(上接第 80 页)

史料》、《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资料书,

比较系统地公布了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文

件, 为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资料。

上述丰富、详实的资料, 深得海内外学者

的青睐, 国内外同行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咨询、

阅览,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每年接待国内外

读者五六百人次。通过几十年不断实践和探

索, 我们认识到只有把专业图书馆核心藏书

的建设和利用这两个环节抓好, 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专业图书馆的优势, 更好地承担服

务科研的责任, 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兴旺发

达。

万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

员。通讯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6。

(来稿日期: 1996. 11. 4。编发者: 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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