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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中的新认知与新担当

冯　 玲　 李东来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可在知识服

务、阅读推广、文化自信和文明养成等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是全民阅读活动的核心力量、主
要阵地和重要组织者,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具备完备的组织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思路方法,也产生了成效影

响,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 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必须抓住阵地、活动、机制“三要素”,提升服务网络的覆

盖力,扩大阅读活动的影响力,发挥综合机制的推动力,重视核心顶层设计和整合发展,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

性;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和智慧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作用,从“平台+资源” “组织+统筹” “基

础保障+多层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推动全媒体阅读;从标准化建设、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合作三个方面拓展深化全民阅

读推广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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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people.
 

The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
 

cultural
 

power which
 

is
 

able
 

to
 

advanc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areas
 

of
 

knowledge
 

service reading
 

promo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and
 

typ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the
 

core
 

force main
 

battlefield
 

and
 

key
 

organizer
 

of
 

activities
 

on
 

nationwide
 

reading.
 

The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of
 

libraries
 

plays
 

a
 

leading
 

and
 

demonstrative
 

role
 

in
 

multiple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The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explores
 

way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nationwide
 

rea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mmunity.
 

The
 

Reading
 

Promotion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guiding coordinating
 

and
 

organizing
 

reading
 

promotion
 

and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second
 

one
 

is
 

ideas
 

and
 

approaches.
 

The
 

Reading
 

Promotion
 

Committee
 

focuses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to
 

carry
 

out
 

four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organization theory program
 

and
 

product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overall
 

planning.
 

The
 

third
 

one
 

is
 

effect
 

and
 

impact.
 

The
 

work
 

on
 

nationwide
 

reading
 

in
 

the
 

library
 

community
 

has
 

shown
 

a
 

good
 

momentum
 

of
 

all
 

libraries
 

working
 

together
 

to
 

yield
 

fruits
 

everywhere  and
 

a
 

reading
 

promotion
 

building
 

based
 

on
 

standard
 

norms
 

and
 

supported
 

b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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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literature
 

promotion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
 

has
 

been
 

construct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battlefield activity and
 

mechanism.
 

First the
 

element
 

of
 

 battlefield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facilities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systems
 

so
 

as
 

to
 

provide
 

good
 

conditions
 

for
 

reading
 

promotion.
 

Second the
 

element
 

of
 

 activity  
 

aims
 

to
 

utilize
 

various
 

promotion
 

approaches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reading
 

activities
 

so
 

as
 

to
 

enhance
 

the
 

reading
 

interest
 

and
 

ability
 

of
 

the
 

public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reading
 

promotion.
 

Third the
 

element
 

of
 

mechanism 
 

require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mechanisms
 

for
 

organization guidance cultivation evaluation
 

and
 

motivation 
providing

 

sustained
 

impetus
 

for
 

reading
 

promotion.
 

We
 

shall
 

enhance
 

the
 

coverage
 

of
 

service
 

networks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activities leverage
 

the
 

driving
 

force
 

of
 

comprehensive
 

mechanisms focus
 

on
 

top-level
 

desig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re
 

businesses and
 

enhance
 

systematicity integrity and
 

synergy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reading
 

promotion .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upporting
 

rol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mart
 

librar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motional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wide
 

reading and
 

promote
 

omnimedia
 

reading
 

from
 

the
 

directions
 

of
 

platform
 

+
 

resources  organization
 

+
 

coordination  and
 

basic
 

guarantee
 

+
 

multi-level
 

social
 

services .
 

We
 

also
 

expand
 

and
 

deepen
 

the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soci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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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3 日,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

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1]

2023 年 4 月 23 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李书磊部长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要

把阅读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建设,着力满足人民的阅读需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

系,提供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的文化条件,推动读书习惯的养成。”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明确提出图书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 [3] 。 在新的环境和时代

发展中,图书馆需要新认知、新担当,成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中坚和保障,拓展和深化全民阅读

推广服务工作。

1　 充分认识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要求,是随着全民阅读活动 20 多年进展而确定的

新政策导向和工作认知。 回顾新世纪以来全民阅读的发展历程,由全民阅读到全民阅读推广,再到全

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由活动号召到工作指南,更加明确和强调了社会相关职能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责

任和任务。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工作任务,将对社会诸多行业提出要求、明确责任,以落

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先行建设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作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引领

示范、夯实基础、基本保障的作用,更可展现图书馆再发现的专业内涵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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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势头强劲,相伴随的知识需求与精神提升以读书活动方

式广泛开展起来。 2000 年开端即有两个大的标识性活动,一个是文化部等部委联合发文,规定每年

12 月为全民读书月,在全国广泛开展读书活动;第二个是深圳市将每年 11 月确定为深圳读书月。 由

此拉开了阅读和社会直接对接、在浓厚的社会氛围环境下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进程。 各地全民阅读

活动中各级各类图书馆都是核心力量、主要阵地和重要组织者[4] ,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领域主动

作为更为明显。 2005 年 9 月 28 日东莞图书馆新馆开馆,同日首届东莞读书节开幕,读书节办公室常

设在东莞图书馆,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总结和表彰全市读书活动。 全国各地图书馆广泛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展现图书馆的新形象、新活力、新使命。 在新世纪以来 20 余年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卓
有成效、富有社会影响的图书馆三大工作领域为新馆及空间改造、服务体系推进和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三方面共同树立起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与书香社会建设中的崭新形象。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在知识服务、阅读推广、文化自信和文明养成等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主要举措。 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行进,不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还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型,两种描述方式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人本身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体现鲜明

的人民主体性,建设推进目标是为了人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图书馆的设立与发展是因应时代

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制度设计,提供普遍、平等、共享的文献知识服务,保障民众阅读与学习的文化权

利。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图书馆所具有的图书文献持续积累、整体性知识体系传承、人类文

明共处包容等特点可为今日中国文化建设做出贡献,更可以在赓续不断的文献史和阅读史中体现中

国文脉和中国特色。 图书馆也将在厚重的中华文明土壤中找到自身的根脉,实现“传承文明、服务社

会”的历史使命。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此后不断出台相关的战略部署。 同年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

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将全民阅读推广

的体系化建设作为基础性、全民性、先导性工作,注重全面小康社会后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途径,把阅

读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建设,以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全民阅读推广服

务体系建设可做可为、易做易为,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基础和认知共识,有良好而活跃的阅读推广组织,
有丰富多彩并富有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可以有效落实和保障目标实现。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

设可以激活资源、提升效能,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区域空间的布局联通、时
间上的 24 小时全时段服务、阅读推广活动的整合联动为全民阅读奠定了基础,也将在深化全民阅读

进程中获得新提升与新发展。

2　 图书馆服务体系是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主阵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图

书馆服务体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

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和价值[5] 。 图书馆服务体系不仅在跨入新世纪以后率先起步,伴随我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推进,贡献出扎实探索的众多模式,以丰富的创新实践引领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而且贡献了理论构建,影响和促进了国家及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的出台实施,
实现了实践、理论、政策三方面互相促进、不断完善、协调共进的发展格局[5] 。 图书馆服务体系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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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也是推进普遍均等服务中国智慧的切实体现。
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和拓展,可以也应该作为新时期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主要构成和基础。
一是体现在实践成效上。 20 余年来,以 2000 年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建设为起点,部分城市图书馆

开始了服务体系建设的先行探索,通过签订协议、搭建平台、资源共享等手段,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引
发了协同发展、集群管理、中心图书馆或总分馆体系等多种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2005 年起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大力推动,先进地区的地方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人员、经费、管
理等方面得以统筹,先行探索的各种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和经验在全国快速推广和复制[5] 。
2011 年开始落实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更把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和

实践推向高潮,政府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投入,政策、制度方面的保障更强[5] 。 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2016
 

年 12 月文化

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图书馆总分馆制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市、县(区)全面铺开,目前已基本实

现全覆盖。
二是体现在研究和政策上。 伴随实践的快速发展,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与实践密

切互动的良好态势,有利于为实践提供科学的分析指导。 同时,党和国家在规划、政策、法治等方面不

断主导和强化图书馆体系化建设,提供了政策、经费、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保障。 各地在推广图书

馆总分馆制的过程中,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图书馆服务体系有关的法规政策文件。
三是体现在技术应用上。 早期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主要依靠业务系统作支撑,随着移动通信、

智能监控、RFID、人脸识别、云计算、万物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总分馆体系逐渐变得

形态多样、资源丰富、服务便捷、运作高效。
可以说,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建大力推动了全民阅读的普遍均等服务。 从基础设施架构看,图书

馆服务体系包括所有实体图书馆、流动图书馆及其广泛建立的馆外服务点、图书馆联盟、总分馆系统、
区域性服务网络等服务平台[6] ,图书馆服务体系全覆盖为处处阅读提供可能。 从服务效能看,图书

馆服务体系实现一致的业务规范和标准,让读者不分在城市或者乡村、不分是本地人或者外地人,都
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服务;24 小时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普及,让时时阅读成为可能。 借助图书馆服

务体系建立的联合体,集中力量提高图书馆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得到社会的

普遍认同,具备了人人可读的条件。
以上是新世纪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也是新时代再发展再提升

的方向。 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的国家工程,图书馆服务体系承担着先行

角色和重要使命,要不断完善、提升品质,为书香中国的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3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

图书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依托场地、资源、人员等保障

因素,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图书馆界在全民阅读活动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书

香社会建设高潮中,发挥了主阵地的先导作用,展现了职责担当,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扩大了图

书馆的社会影响。
一是有组织机制。 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图书馆行业组织,中国图书馆学会承担了统筹、指导、

00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五十卷　 第二六九期　 Vol. 50. No. 269

引领、组织全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职责,学会章程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全民阅读,促进知识的创

新与传播,为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学习型社会发挥作用”。 2003 年 7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受

文化部委托开始组织全国图书馆行业的全民阅读活动。 2004 年 4 月 23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国家

图书馆首次开展了“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中国———4·23 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并首次发布《关

于开展 2004 年全民阅读的通知》,推动“全民阅读”走向全国图书馆界。 200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还

专门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 年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 同时,中国图书馆学会探索建

立了全行业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科学机制,每年发布全民阅读工作通知,明确年度工作主题和项目,
并通过阅读推广委员会开展规划、指导、协调、组织阅读推广及相关学术研究活动,各省级图书馆学会

逐级传达直到基层。 学会号召和引导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全社会的阅读氛围建设。
二是有思路方法。 近年来,阅读推广委员会围绕“数字、整合、研究”三个维度,开展“组织、理论、

项目、产品”四大建设,积极发挥统筹引领作用。 在活动整合方面,以数字阅读推广为重点,推出面向

全国图书馆及社会阅读机构的“扫码看书,百城共读”阅读推广公益行动,重建数字时代图书馆“知识

入口”形象;开展“让经典走向大众———《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推介全国行” “图书馆杯主题海报

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提升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的影响力。 在理论提升方面,建立以全民阅读论坛

为核心,以科普阅读推广论坛、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论坛、大学生阅读推广高峰论坛等为专题的学术

交流体系;设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课题,已立项课题 233 个;编撰完成《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

进展(2005—2015)》《政府组织的全民阅读工作中公共图书馆角色调查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出版

1—6 辑 36 册“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等。 在社会拓展方面,举办“书香城市(区县级)”“书香社区”发

现活动,策划举办两届“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领读与创新”峰会,关注新型阅读空间建设,推动

图书馆界与社会的互动和合作,宣传和推广图书馆的作用价值。
三是有成效影响。 得力于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保障基本阅读服务的体系化能力,以及行业

的组织推动,我国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工作呈现“各馆齐心、遍地开花”的良好局面。 各级各类图书馆

一方面加强网络建设,丰富馆藏资源,另一方面注重提升管理水平,利用科技延伸服务。 同时也致力

于围绕全民阅读,常年以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儿童阅读日和各个节日为重要节点,坚持开

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如讲座、展览、读书会、主题论坛、专题陈列等,在图书馆提供的阅读推广菜单

上,活动类型与数量越来越多。 全国性、区域性联动的图书馆阅读活动,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体系,注
重标准化和可复制性,将活动资源输送到基层读者身边,形成活动品牌效应。 从倡导全民阅读到深化

推进全民阅读,图书馆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构建了以标准规范为基础,以活动整合、文献推

介、专业研究为支柱的阅读推广大厦。
图书馆阅读推广经历蓬勃发展步入了深化、提升的新阶段,面对高质量发展对阅读推广提出

的新课题,《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 发展规划纲要( 2021—2025 年) 》 明确提出,通过建立全民

阅读指导体系、加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及成果应用、加大文献资源应用推广力度、举办全民科普与

阅读活动、完善阅读推广活动成果评价机制、加强业内力量整合和社会合作、推进和创新多元素养

教育等多项具体举措,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培育阅读新风尚。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有实践、有
理论,重视整合、重视文献基础、重视理性提升,其活力和引领示范性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得到了充

分展示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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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必须抓住“三要素”

实践表明,阵地、活动和机制是“阅读推广三要素”,是构建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抓手和关

键。 阵地,是要加强图书馆设施、资源、技术和体系建设,为阅读推广提供良好的条件;活动,是要借助

各种推广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提升公众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为阅读推广提供有效的

载体;机制,是要建立健全组织、引导、培育、评价、激励机制,为阅读推广提供持续的动力[7] 。 图书馆

阅读推广要以此为契机,强化法治精神。 同时,积极推动或配合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具体的配套政

策、规范、指南、规划、计划、方案等,为法律法规的实施提供坚强有力的辅助。 通过完整、配套的政策

法规体系,推动阵地、活动和机制的有机结合、统筹运作,细化和落实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达到更好

的阅读推广效果[7] 。
阅读推广三要素是实践和理性认知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加快落实的途径。 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

广服务体系应围绕三要素,提升全民阅读基础设施体系、全民阅读服务活动体系、全民阅读发展机制

体系三大体系,互相促进、有机结合,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需

求,在保障基本的基础之上推动全民阅读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
一是要提升服务网络的覆盖力。 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进

一步建强公共图书馆网络,完善以省图书馆为省级中心馆,地市级图书馆为区域中心馆,县(市、
区)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图书馆为分馆,村(社区)图书室为服务点,各类流动服务点、自
助服务点、主题阅读场所为补充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资源建设方式,完善文献保障体

系,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同时,织密实体书店网络,发展数字阅读网

络,打造智能跨界空间,发动社会力量拓展社会化阅读设施布局,推动公共服务空间增加公共阅读

服务功能,建设一批管理先进、
 

特色鲜明、与社区融合共生的新型阅读空间。 以有形和无形的阅读

设施网络覆盖和服务城乡,将阅读服务融入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有条件、又方便地阅读。
二是要扩大阅读活动的影响力。 不断丰富以阅读为核心的综合性文化服务,建设书香社会。 创

新主题策划,丰富阅读内涵,倡导人人读书、处处学习的社会阅读风气。 围绕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

宣传周、建党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形成有规模、体系化的

阅读活动,打造有影响力的阅读活动品牌。 注重全民阅读活动常态化、持续性开展,以更活泼、更生

动、更新颖、更有趣的活动丰富阅读推广体系。 聚焦优质阅读资源的整理、发掘、推广,注重优质阅读

内容的输出,通过编制推荐书目、主题书目、阅读分享、书评征集等各种方式引导深度阅读、价值阅读。
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培育儿童阅读推广人、高校阅读推广人、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参与全民阅读推广

工作,提升阅读活动的专业化水平。
三是要发挥综合机制的推动力。 领导干部带头阅读学习,对阅读风尚有榜样示范作用和引领作

用。 做好青少年群体阅读工作,重视老年人残障人士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 持续挖掘在全民阅读推

广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案例,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介、有影响的“书香校园” “书香企业” “书香家

庭”“书香机关”“书香社区”“书香小区”示范样板,以点带面,以评促建,使更多的家庭和团体在分享

阅读的过程中交流互动和共同成长,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参与度和号召力。 同时要强化全民阅读统

筹机制、指导机制、绩效考评机制、宣传机制和安全机制,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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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阅读推广三要素”的理性认知和路径思考,核心就是顶层设计,就是整合发展,就是中国特

色。 明确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政策导向,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全民阅

读的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5　 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和智慧图书馆的支撑作用

2022 年 5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了新的文化发展途径与目标,明确在国家层面实施新的文化发展战

略,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新任务和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必须

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图书馆是其重要的支撑构件,也是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平台+资源。 在数字化建设大潮中,资源、平台、活动是图书馆构建数字化服务和数字阅读

推广模式的宝贵经验。 各实体图书馆加大数字资源的建设,构建数字文献占有一定比例的新型馆藏

体系,同时将特色资源数字化,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描述和信息揭示;整合数据库、电子书、网络资

源等内容,参与社交网络媒体,开发移动阅读相关应用程序,建立数字化服务平台;组织开展扫码看

书、听书马拉松、数字阅读挑战赛、智能推送等数字阅读推广活动,与实体的阵地服务相结合,更好地

满足民众现实的文化与知识需要。 阵地、资源是图书馆的独特优势,平等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线上线下互补共建、相得益彰,必须强化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知识入口的功能,发挥图书馆提高公民科

学文化素质的作用。
二是组织+统筹。 数字整合是时代机遇和技术优势,组织整合是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两者的统

一完整体现在《意见》之中[8] 。 图书馆界在数字化推进中伴随着组织形态变革,也有效地配合了数字

化进程和发展。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国家、省、市、县等各级图书馆建设了多级管理中心,统
一的建设模式、协调的组织管理、规范的技术环境和互通的数字资源,也激发并带来了新的图书馆工

作内容与要求,强化了图书馆间的共享与合作。 在随后实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实践中,图书馆界

也通力合作,逐步构建数字化服务标准体系,推进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

游部立项实施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拓展面向知识生产、知识发布、知识存储、知识传播和知

识服务全域链条的开放合作,推动全国公共图书馆空间、资源、服务、管理等全面智慧化升级,成为智

慧社会的重要一环。
三是基础保障+多层社会服务。 5G、元宇宙等数字技术为文化资产注入“生命力” ,将打造文

化产品新体验,培育文化服务新场景,应重视“将凝结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

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文献资

产、数字资产构想。 图书馆原有的知识信息积累和处理方式,在数字化的信息管理、资源组织、内
容提炼等方面发挥出专业优势和能力,形成全国数字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体系,通过统

筹规划、协同生产、组织转化,构建起文化数字化的基础性保障服务环境,将加强和促进图书馆、文
化机构的内容关联和工作合作[8] 。 在原有文献借阅和数字化服务的基础上,构建智慧型的在线阅读

学习环境,借助服务场景和智能技术的互动式、智能化服务,提供沉浸式体验。 线上服务不断升级,让
阅读打破时空制约,技术的升级和数字服务模式的创新相辅相成,赢得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读者的

欢迎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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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全民阅读的未来将是全媒体的阅读。 从当今全民阅读的发展态势和阅读推广受

众群体的成长来看,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体在全民阅读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日益增强,已经将新的阅读

方式带入了全年龄段的人群之中,数字阅读或者全媒体的阅读成为阅读的最大增长领域,甚至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想的许多场景已经成

为现实。 《意见》中“以人为本,全民共享”的原则,在信息技术加持下能够更好更快地落地实现。 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为全民阅读带来新的动力与新的体验,各类

阅读形态的对接、融合、深化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依托数字创新优势,也将进一步推进全民

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提质增效。

6　 探索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拓展深化的新路径

基于对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新认知,要拓展深化新路径,除了环境条件的资源激活、整合、提
升,更重要的是重视各个不同群体的需求,在全民阅读的内容领域发力,这既是新时代新环境的要求,
更有新理念新技术的加持。 拓展就是在综合服务体系基础之上,细分文献、细分读者、细化过程;深化

就是在环境建设基础之上,重新认识图书文献知识的系统化构成和专业化揭示,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

和品质。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广覆盖、保基本、促公平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基本成型。 在高质

量发展目标的指引下,进入重品质、提效能的新发展阶段,如何从实现基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保障向

效能提升、体系深化拓展,是新阶段要解答的命题。 大文献、小切口、细分众,是新时代阅读推广的突

破口、着力点,也是现有环境基础上,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构建和拓展深化的有效途径。
东莞市绘本专题图书馆服务体系通过聚焦文献、细分群体探索了拓展深化之路。 依托总分馆模

式,以绘本为同一专题,面向儿童阅读,与分馆、社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机构合作进行布点,共建融

亲子阅读、活动交互、智能辅助阅读、绘本研究为一体的多功能绘本图书馆,搭建覆盖全市的儿童阅读

服务网络。
一是标准化建设。 绘本专题图书馆服务体系设计了统一标识,并将其运用到各馆门牌、书标、导

引、宣传用品中,形成了统一的形象。 制定了《东莞图书馆绘本馆体系化建设项目工作方案》,明确建

设目标和原则、实施方式、合作共建双方的权责;制定了《东莞图书馆绘本馆建设标准》,对各类型绘

本馆的场馆面积、标识、设施、文献、人员等进行规范;制定了《东莞图书馆绘本馆服务规范》,对各类

型绘本馆的开放时间、职能定位、活动开展、服务内容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并在具体工作中对建设和

服务标准进行完善和修订,使其更适应实际业务需求。
二是专业化服务。 绘本专题图书馆服务体系以“公平公益、统一规范、专业服务、内容第一”为原

则,围绕“专业人才、文献研究、阅读品牌”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组织开展“绘本阅读推广人”种子

培训班、绘本阅读研讨会、总分馆“点餐式”基层培训等多层级培训;收藏各国优秀绘本及相关数字资

源超过 30 万件以上,编纂出版我国第一部绘本专题类书目大全《绘本文献总览》 (已出版 3 套 31
册),以及《经典图画书导读》《心灵成长图画书导读》等专题文献;指导服务体系内各馆创建阅读品

牌,实现“一馆一品”。
三是社会化合作。 绘本专题图书馆服务体系与社区、学校、医院、工会、民间机构等合作,搭建了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平台。 建点从最初实行“申报制”到调整为“加盟制”,合作方式越来越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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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效益凸显,加入体系的社会力量愈加多元化。 同时,通过文化志愿者、家庭服务中心、各类教育机

构等,共同提供丰富优质的绘本阅读服务。

7　 结语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要注重以科学理念做好顶层设计,强化政

策的引导、支持和保障;以整体性系统性、全方位立体式策划推进;以专业性的组织和文献体系支撑,
拓展并细化服务对象,真正下沉到基层社区;以品牌建设提升文化辐射力,以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

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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