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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宝鸡  青春中国
宝鸡日报大型主题报道之幸福篇

奋斗新时代壮丽70年

由单一纸质阅读到把图书馆“搬”到手机上

这则《我市新图书馆阅览大楼

昨日开放》的消息，刊登在 1989 年

1 月 2 日的《宝鸡日报》上，报道了

从当年 1 月 1 日起，我市图书馆新

阅览大楼向读者开放的事。一则小

消息，却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因为上世纪 80年代的文学热，全民

掀起了阅读热潮，市民期盼已久的

阅览大楼全新开放，无疑为广大读

者创造了一个汲取精神养分的新

天地。

市图书馆副馆长陈碧红回忆

说：“1956 年由市文教局酝酿筹建，

定名为‘宝鸡市图书馆’，馆址选在

市区建国路西巷，馆舍面积 510 平

方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市第一

个公共图书馆。但随着城市扩张，

人口不断增加，老图书馆已经不能

满足读者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我市在市区滨河北路筹建了新图

书馆，馆舍总面积 4000 平方米，

1989 年 1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

图书馆体现着城市的文化软

实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图

书馆的发展。

1994 年，宝鸡市图书馆在全

省率先使用编目系统进行计算机

管理。1999 年建成图书馆局域

网，使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

实现业务岗位自动化管理。2005

年对原有局域网进行升级改造建

成电子阅览室，2008 年建立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市级支中

心，开通宝鸡文化信息工程网，并

免费向读者开放电子阅览室及所

有数据库。

“时代的变化，市民阅读方式

的变化，促使市图书馆做出更多

贴近读者的改革，这些改革影响

着宝鸡市民的阅读。”陈碧红说，

近年来，我市以党的十八大和十

九大精神为引领，积极发展图

书馆事业，让市民阅读更加

便捷。2016 年，市图书馆推出“你

阅读我买单——互联网线上借

书”活动，持证读者登录“市图书

馆微信公众平台”、WEB 网站、

书堆儿APP，读者在线借阅图书，

快递将图书送到读者手中。读者

不用支付费用，就能阅览到最新

图书，阅读完毕，在规定时间内送

还市图书馆即可；此后陆续推广

手机数字阅读，数字图书成为市

民借阅新热点。

60 余年  藏书量增长 300 多倍

图书馆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书

香年代。

宝鸡作为周秦文化的发祥地，

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自

古人们就有读书的习惯。

“宝鸡市图书馆建馆初期，设

计座位只有几十个，是个不折不扣

的小图书馆。”陈碧红说，当时馆内

书籍更新慢、书籍品类也不如现在

丰富，整个馆藏书只有 3000 多册，

大多是文学类、历史类的书籍和杂

志。而近几年，图书馆每年新增书

籍 3万册左右，数字资源、报刊的订

购种类也大幅增加，纸质图书、报

刊、电子图书等藏书量近 100 万册。

如今，这里已成为广大市民的学习

中心。

姚英是市图书馆 20 年的忠实

读者。因为没有机会上大学，2000

年开始，每天下班她就在市图书馆

学习，晚上拿着小凳子在走廊里背

英语单词，馆内各种学习辅导书籍

使她大开眼界。姚英手摘笔录，语

言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坚持几年

后，她通过自考拿到了大学文凭，

现在成为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可以说，是图书馆改变了我的

命运。”姚英说。

除了图书数量多，多元化的服

务也是市图书馆的亮点。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使读者借还图书不再

受市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在

市区十多处电子书借阅机上，扫二

维码，就可将海量图书资料下载到

手机上，还可以在线阅读。伴随着

智能手机的普及，书香宝鸡移动图

书馆APP 成为市民数字借阅新热

点，仅 2018 年数字资源点击量就

达 120 万人次，电子书下载 24 万

册次，手机移动图书馆阅读量 186

万人次，微信公众号服务读者 36

万人次。近几年，市图书馆还建成

《宝鸡典藏古籍数据库》《宝鸡社

火》《西周青铜器》3 个多媒体特

色数据库。

新时期，我市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过程中，把图书馆建设纳

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大力

提倡全民阅读，使城乡

处处有书香。 6月 18 日，记者来到

市图书馆了解到，当天开馆不到 1

小时，馆内就座无虚席，附近刚参加

完高考的学生“扎堆”在此。渭滨中

学毕业的黄岩告诉记者：“图书馆

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这里经典

书籍很多，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包括

未来自己想走的路、如何走等。”据

介绍，截至目前，全市有市级图书馆

1个、县区馆12个，乡镇文化站图书

室 120 个，社区图书室 166 个，农家

书屋 1729 个。

宝鸡这座城市因阅读而变得

精彩！

书香飘西秦 现代新馆涵养城市品格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

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此，我市图

书馆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积极贡

献着力量。

近年来，市图书馆把分馆开到

了社区、村镇、单位，延伸了阅读方

式、阅读空间与阅读功能，引领了阅

读风尚；同时，举办展览、开展讲座、

组织读书会……持续创新阅读方

式，营造了良好的全民读书氛围。岐

山县利用文化信息数字资源开展历

史文化、电影戏剧等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消除

城乡文化鸿沟。扶风县在 169 个村

设基层服务点，实施以县图书馆为

总馆，镇文体中心、文化站图书室为

分馆，社区（村）图书室（农家书屋）

为分点的总分馆模式。陇县为促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朋

友的求知欲，每年挑选 2000 余册适

合农村读者的图书，送到农家书屋，

供基层群众借阅，让读者享受丰富

的精神食粮……

目前，经过近 4年精心打造的

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预计年内建

成，面积 10万平方米的“新馆”充满

活跃、开放的现代气息，它将成为市

民的一方文化乐园，必将极大丰富

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阅读中喜欢上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米静

从新闻看变化

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概念图

前来读书的学生坐满了图书馆

图书馆内布置的展览

市图书馆在渭水苑社区举办读书活动

流动图书车开到村民家门口

市图书馆推广馆内数字资源宣传活动

位于市区建国路西巷的我市第一座图书馆

1989 年，位于市区滨河北路的新图书馆建成开馆。

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