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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学图书馆“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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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外国语学校，浙江宁波 ，315016) 

摘 要：从以色列打造的“绿色家具”谈起，引出了中学图书馆的最新定位——“绿色空 

间”，并根据定位，提出了图书馆的建设设想，即让图书馆成为读者流连忘返的绿 色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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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色列一家园艺公司正在不断打造一种 “绿色家 

具”，这些家具是南活植物的根或茎编织而成的。以色列研究人 

员表示 ，这样的家具是真正的环保家具，它们不但不会散发异 

味，反倒会让家里的空气更加清新。笔者设想，我们的中学图书 

馆如果能像以色列这家网艺公司一样 ，引进“绿色”概念，让图书 

馆彻底地绿起来会有多好呀! 

所谓“通借通还”，就是在高校本部图书馆组建一个服务平台，为各 

校区读者提供借书和还书等方面的工作。任何一个校区的渎者都 

可通过服务平台，查找到全校各校区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和借阅信 

息，各校区的读者持学校统一办理的借f对旺可在任一校区借书、还 

书、续借 、预约等，各校区读者还可通过现场、网络、电话方式得到 

所需的服务。通借通还的服务模式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打破 

文献的所有权与渎者的所属图书馆的局限，能使文献信息资源在 

最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所需。 

高校图书馆多校区的图书通借通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 

趋势。由于多校区的高校校区与校区之间相距较远，渎者想借阅 

一 本其他校区的图书非常不便，图书馆流通部开展通借通还服 

务后，读者可通过向馆际联络员登记预约，再通过馆际联络员将 

图书拿到手。这样，读者就可不小本校区就能借到其他校区的图 

书。同时，还可就地归还所借图书。这种通借通还的服务模式，既 

方便了读者，也为读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通借通还的服务模式 

是高校图书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服务的体现。多校区图书馆 

要统一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从学校的全局方面{II发 

考虑问题，克服在开展通借通还1二作中 现的困难。学校要增加 

人员、技术、服务、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推动 

此项工作的开展。各馆要在原有流通服务人员的基础上，组建通 

借通还服务队伍，加强对馆员的专业技能的培养，从整体方面提 

高通借通还的服务水平。 

高校图书馆实施图书通借通可使其文献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随着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改革，高校办学规模 

的扩大，师生读者人数大规模地增加，而学校给图书馆的购书经 

费是非常有限的，怎样将有限的购书经费所购的图书的利用率 

提高，是高校图书馆务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各高校图书馆的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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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的定位——绿色空间 

巾学生的生活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两个空间：一个是家 

庭生活空问，另一个是学校学习空间。以前很多人都习惯称图书 

馆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可见图书馆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的学习场所。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空间更好地利用起来，让 

藏文献虽有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 ，但各馆的读者在图书种类需 

求上存在差异。因此 ，仅凭各馆现有的馆藏文献是不能满足读者 

需求的。而通借通还可达到资源共享 ，也就能使高校文献资源的 

利朋率大幅度地提高。 

3 结语 

新时期多校区高校图书馆流通管理、服务工作是项非常复 

杂而繁琐的系统工程，图书馆流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只有不断地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制度，才能提高管理 

和服务水平 ，才能实现高校图书馆流通的目标，才能为高校的建 

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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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挥出独特的魅力，让每一位来到这个空间的人都有流连忘 

返的感觉呢?这是个难题，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 

课题。无独有偶，2009年国际图联年会的主题便是“作为第三空 

间的图书馆”。首先图书馆应成为社会的知识共享空间；其次，图 

书馆应与博物馆、美术馆等加强合作成为文化共同体；第三，图 

书馆应向社会提供创新的舞台。年会的主题思想为我们指点了 

迷津，使图书馆有了准确的定位。总之，图书馆要成为人与信息、 

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共享空间。应用到中学图书馆，笔者认为应该 

为其添加一个前缀，那就是“绿色空间”。 

2 图书馆的建设——绿色环保 

2．1 设想之中的——绿色外观 

笔者不是园艺工程师，想象不出让植物做出的家具是什么 

样子，但是让图书馆的环境变得生机盎然，满眼都是令人赏心悦 

目的绿色的想法倒是一直存在脑海里。设想中的图书馆是这样 

的：满墙都是爬山虎，意味着只要你肯努力，就能一步一步地踩 

着知识的基点往上攀登；书架不再是冰冷的钢架结构，而是跟绿 

色搭配起来好看的稍暖色调 ，一尘不染；阅览室里窗明几净，阳 

光灿烂的日子里射进几缕阳光，阅览桌是自然的原术条纹，坐在 

桌子前，透着整体的绿意，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巾。再加上一 

流的设备、现代化的气息、质量良好的网络，让人一进来就有一 

用为快的感觉。 

2．2 期待之中的——绿色心灵 

现代意义的“绿色”不只是一种颜色，它还是一个形容词，属 

性词，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的都可以称为绿色，如绿色 

食品、绿色能源等。绿色已经成为科学健康、创新发展、积极向上 

的代名词，意味着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我们权且把心中的绿色 

称之为“心灵绿化”吧。 

首先，要求我们工作人员要有生机勃勃的绿色情怀，要有一 

份事业精神，心中养育着一颗常青的事业之树。曾经有人问海 

伦·凯勒，谁对她的人生影响最大?海伦回答是安妮·沙利文 ，而 

安妮告诉她，对她们影响最大的是一位清洁女工，是清洁女工的 

关怀，才使安妮有机会成为一名教师，然后影响了海伦。海伦身 

后站着安妮 ，安妮身后是清洁女工，女工身后肯定还有好人。社 

会是由无数条“善和恶”的长链组成的。或许我们的工作很平凡， 

很不起跟，但是你的一个温馨的眼神，经过多次传递放大，长链 

的另一端可能连着一位伟人；而你的一句侮辱性的话语，那长链 

没准会牵着一个混世魔王呢。所以，要求我们馆员的心中要有一 

份绿色人文，向读者营造理解、宽容、互助、平等的人文环境，向 

读者传递温馨的眼神，传递我们心中的绿意。 

其次，要求读者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自觉地维护图书 

馆的绿色环境，在卫生环境上，把保持馆内卫生、进出图书馆仪 

表整洁并能自觉地放轻脚步、不在馆内大声喧哗当成我们的一 

份责任。在借阅环境上，把保持架位的整齐，能督促自己和他人 

主动地整理架位；爱护图书，保持图书的完整；按时还书等行为 

为己任，并且义不容辞地做下去，发扬成一种作风 、一种传统。在 

人文环境上 ，做到人人礼让为先、团结互助、理解宽容，创造一个 

美与和谐的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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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之中的——绿色知识 

有了外观的绿色和内在的心灵，当然更核心的是我们的馆 

藏要“绿色”，馆藏的图书除了要丰富、有价值外，还要强调健康， 

因为我们的读者群是固定的中学生。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的中学 

生的辨别能力还不是很强，内心还不能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 

的知识也要绿色。在馆藏建设中，不追求数量，但求保文献的实 

用性 、健康性、增值性。严禁盗版 、质量低劣的图书进人到图书 

馆。我们甚至可以组建学生监理队，一旦发现不合格的书籍 ，必 

须立即下架处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也是强大 

的。 

其次，由于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量急剧增加， 

图书馆技术部门应建立文献信息的绿色通道，同时对网络信息 

进行严格筛选，坚决拒绝低级、庸俗、盗版文献进入图书馆网站， 

消除一切信息垃圾和信息污染，向读者提供真实、丰富、健康、有 

价值的信息。电子阅览室更要做到、做好屏蔽不良网站的工作， 

多推荐一些主题信息让学生锻炼搜索能力。 

2．4- 向往之中的——绿色通道 

2．4．1 绿色服务通道 
一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核心版块，一切为了读者 、为了读者的 

一 切，是图书馆永远追求的目标。有学者认为 ，现代化图书馆服 

务分为基本服务、教育服务、高级服务【lJ。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 

点。一般性的中学图书馆其实都还只停留在基本服务范畴，诸如 

员工的素质、资源的利用以及读者的满意度，而比较高级一点的 

大概也就属推荐与导读了。教育服务中信息素养教育和培iJilf]R 

务，高级服务中的个性化服务、知识组织能力，数字参考服务、编 

译智能服务等基本上是不能企及的。笔者认为，图书馆应及时建 

立相应的高级服务通道，紧密结合学校发展战略和教学实际 ，开 

拓更多的创新服务项 目，实现绿色服务通道。 

2．4-．2 绿色管理通道 

绿色的便捷管理通道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的设备环 

境。比如学生的自主管理环境就仰仗于设备的满足率、设备的完 

好率、设备的便利性和网络的质量等。图书馆软件的质量、存储 

性能和发展能力、资源整合的自动化程度、数据挖掘能力等更是 

影响着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尤其是图书馆软件的先进性和发展 

能力制约着图书馆功能以及潜力的发挥。我们期望能有一个绿 

色管理通道，让图书馆有空间自主地决定使用哪些设备。 

2．4．3 馆员再教育通道 

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馆藏数字化进程在加快信息 

传递的网络化、服务功能的深层次化等，对馆员的知识结构、业 

务技能、外语和计算机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学图书馆专业 

人员少，需要鼓励在岗人员继续学习深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 

水平，尤其是提高教育服务和高级服务能力，为图书馆的持续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增强图书馆员的道德意识、环境意识、 

生态意识、服务意识，使馆员真正成为绿色知识的传递者。 

图书馆是通过图书馆大环境来达到陶冶人的情操的目的。建 

筑环境、设备环境、借阅环境、人文环境等一系列环境组合就是图 

书馆的一张名片。让图书馆“绿”起来 ，既是对图书馆的高标准要 

求，同进也是图书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下转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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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辅导组协作活动达到预期效果，须注意以下问题： 

(1)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 ，落实科 

学发展观、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以保持辅导组活动平稳 、健康 、卓 

有成效地开展下去。 

(2)信心是做好辅导组协作活动的前提。所以，参与辅导组 

活动的各网书馆 、冈书室的领导和同志要树立信心，不能 为现 

在农村图书馆事业落人低谷而失去信心。农村图书馆、图书室事 

业落入低谷，是由于企事业转型的暂时现象，图书资料、科技情 

报是发展农村经济不可缺少的，农村图书馆事业必然会随着经 

济的发展而发展。近两年来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 ，扬州市创建 

了 6家社区网书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3)辅导活动能否正常开展，关键在领导。所以，辅导组组长 

的推选一定要慎重。辅导组组长要通过民主推选产生，还要经领 

导同意。辅导组组长的选举一定要做到以人为木，认真对辅导组 

组长人选进行考察，看其是否称职。 

(4)辅导活动每次开展都要有新内容 ，使参与者感受到不 

来参加活动是对事业 、对 自己的损失。辅导组组长和县(市 )图 

书馆搞业务辅导的同志，除平时多做工作 、积累经验外，还要多 

参阅各地的相关工作经验和信息，以便使辅导活动开展得有声 

有色。 

(5)辅导协作活动要优先选择工作有特色、成绩 著、值得 

大家学习的图书馆 ，或者存在问题需要给予帮助的图书馆，也就 

是采用抓两头带巾间的办法，这样可以更好地推动图书馆事业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6)没有经费 ，辅导组就难以开展活动，所以辅导组除向有 

关部门申请经费外，还要结合业务T作，通过办班、翻印资料 、小 

售业务用品等多种渠道筹集经费。此外。经费一定要用于农村图 

书馆、图书室事业上，做到专款专朋，每年年底要向参与辅导组 

协作活动的图书馆公布一年来经费收付情况。 

(7)辅导组在年初要制订全年活动计划，年末要整理出全年 

活动总结，以便发扬成绩，纠正存在的问题 ，更好地做好_T作。辅 

导组要做好奖励表彰工作 ，对在辅导组活动中成绩显著者，给予 

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奖励要尽量做到公正、公平，避免产生 

负面影响。 

(8)形势在不断发展，辅导组活动的内容和办法也需要随着 

形势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进行修订改正。这样，才能使辅导组协 

作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更加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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