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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是体现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
文化符号，而图书馆是城市全民阅读的引
领者和实施者，推广阅读是图书馆的重要
职责。

建馆伊始，鄞县县立图书馆就建立起
了巡回文库，为民众提供便利的文献借阅
服务，还举办儿童读书会、成人读书会等，
激发民众阅读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宁
波市图书馆及时开辟科技图书资料室，开
展科普服务，与此同时，一个个农村图书
流通站也在宁波各地的农村公社、大队陆
续建成。改革开放后，“读书热”、“文凭
热”的风潮席卷全国，宁波市图书馆不仅
开设借书亭、开通馆际互借，还在馆内开
办电大图书馆专业学习班、自学青年辅导
站等，满足人们的借阅需求和知识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波市图书
馆以建设“书香之城”为己任，更是大力推
广全民阅读。

首先，以少儿阅读促进全民阅读。青
少年是阅读的主力军，宁波市图书馆的少
儿阅读活动长年不断，有些已成为品牌。
如创办于2005年的未成年人读书节，至
今已连续举办了13届。该读书节以“我
读书、我快乐、我智慧”为主题举办一系列
活动，传递“绿色悦读”的快乐理念，引导
孩子们亲近书本、爱上阅读，为孩子们的

“七彩童年”画上瑰丽的一笔。又如集绘
本课堂、安全课堂、知识课堂、专题书展于
一体的“好奇星乐园”系列活动，拓展了亲
子阅读的内涵，促进家庭阅读。其中“我
是文明小乘客”系列引入宁波公交资源，
使得亲子阅读摆脱了以往的书本式体验，

增添了趣味性和实践性；“鲁冰花”绘本故
事团由年轻的妈妈们组成，用一种类似

“真人图书”的形式，向亲子阅读提供相关
经验和读物，这使图书馆不再是被动提供
图书的“末端”，而是转变为在亲子阅读领
域内阅读的“第一环节”；“大山雀”自然学
堂由图书馆邀请本地知名的自然摄影师，
从动物、植物等自然课题入手，结合品读
经典文学著作，引导家庭开展经典阅读。

此外，还有每年“4·23”世界读书日
当天的“图书馆之夜”活动、暑期读书夏令
营活动、每年11月宁波读书周期间的绘
本剧表演大赛、亲子讲读大赛等，深受小
朋友们及家长的欢迎。像今年暑假的

“渔阅童年”阅读夏令营走进了象山鹤浦
镇，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带领宁波城区的
10名小学生入住当地孩子家庭，在两天
一夜的活动中，两地孩子以图书为纽带，
开展了阅读分享会、鱼拓体验、才艺展示
联欢、沙滩摄影采风、近距离参观造船厂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活泼、注重实践
性和知识性的宁波市图书馆亲子阅读活
动已成为宁波家长和孩子的第二课堂。

其次，以读书活动促进全民阅读。
自2015年开始推出的宁波读书周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去年的“书香宁波
——2016宁波读书周”推出了百余项读
书活动，既有全国书香城市论坛、全省阅
读推广案例大赛暨研讨会等高端会议，也
有“汉籍东渐——宁波海上书籍之路的传
播与影响”、“经典诵读·宁波之夜”、宁波
名人故事巡礼等活动，还有阅读马拉松、
十佳阅读家庭评选等活动，其间还成立了
宁波阅读联盟，推出城市书单、发放城市
阅读地图，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层
层联动的宁波城市阅读新篇章。

每年的“4·23世界读书日”，宁波市
图书馆也总是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针对
性强、参与面广、富有特色的读书活动，以
倡导全民阅读、快乐阅读。今年的“4·
23”世界读书日开展了“领读者——图书
馆之夜”、阅读马拉松、音乐欣赏、文化沙
龙、亲子互动、VR体验、外文微课堂、摄
影征集等十余项活动。

此外，还有新春读书嘉年华、端午诗
会、中秋朗诵会等节日文化活动。

第三，把借阅服务覆盖至各类人群。
为了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书香弥漫，宁
波市图书馆不断延伸借阅服务的触角，例
如：在全市有条件的企业、机关、学校、部
队、社区、工地、福利院、监狱等设立流动

图书馆，定期配送书刊，并提供“你点我
买”、“你需我供”的个性化点单服务。至
今，已经在全市建立流动图书馆服务点
200个，馆外流通图书20万册。

针对无条件开设固定阅读场所而又
有阅读需求的群体和单位，宁波市图书馆
推出了汽车图书馆服务，定期上门提供书
刊借还服务。目前全市已有服务点20余
家。从2014年9月起，“汽车图书馆”还
推出“甬图巴士·爱心驿站”公益服务品
牌，以民工子弟学校为主要服务对象，采
用“定制送书”和“现场选书”相结合的方
式满足师生的阅读需求。

2016年8月，宁波市图书馆在北仑梅
山建立我省首个海疆数字文化导航站，站
内设有电子显示屏、电视机、数字阅读机、
电子阅报机等现代化电子阅读设备和专
门的阅读书架，为海疆边防站的官兵和当
地居民提供阅读服务。

创建于2014年的“海上书屋”是宁波
市图书馆针对海上渔民捕捞作业枯燥、时
间长、文化资源匮乏等实际情况，与象山
县图书馆联合推出的又一项文化惠民活
动。根据渔民的个性化需求，将他们需要
的图书资源送上渔船，免费供渔民借阅，
并定期更新轮换，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由陆
地向海洋延伸。

2012年借宁波智博会的东风，市图
书馆推出了第一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它犹如银行的ATM机，读者可以对机器
内的图书进行自助借还。它打破了传统
图书馆的时空局限，读者可以全天候、多
渠道享受图书馆的各类资源。如今，全市
已有29台自助图书馆分布在人流密集的
商业街和广场等地。

此外，宁波市图书馆还建立了一个外
文俱乐部，为外语爱好者和外国友人搭建
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还联合市残疾人联
合会等单位开展“光明照亮你和我”关爱
弱势群体系列活动，通过邀请弱势群体走
进图书馆听音乐、观电影、做游戏，为其开
启一扇“阅读”多彩世界的窗口；还与宁波
市望春监狱合作，举行“我阅读 我健康”
服刑人员读书节，为高墙内的特殊人群提
供优质的文化资源和服务；还针对老年读
者举办电脑培训班，邀请社区老人来到电
子阅览室，通过小班化教学，帮助老年学
员通过搜索引擎查公交、搜菜谱、看电影、
听音乐等，让每位老年学员能够独立上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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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来，宁波市图
书馆的馆藏图书已从
建馆之初的不足 2 万
册，增加到如今的纸质
图书210万册、电子图
书 1200 余万种，并且
设有古籍、地方文献、
艺术、参考工具书等多
个专题收藏。90年的
巨大发展不仅体现在
馆藏增加、馆舍增大这
些看得见的“硬件”上，
更多的变化还在于办
馆理念的不断提升、服
务领域的不断拓展、服
务方式的不断更新等
这些“软件”上。作为
一座城市的“阅读核
心”，如今的宁波市图
书馆已经从做好图书
借阅流通等传统服务，
迈向了进一步服务于
政府决策、进一步服务
于学术研究和进一步
服务于公众阅读的现
代化图书馆，并正在向
一个城市的现代公共
文化空间转型。

一座城市的阅读之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营造，而
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的“阅读核心”，应该为全民阅读
推广的开展设立交流合作平台，去年宁波阅读联盟应
运而生。联盟由19家社会阅读团体、12家亲子绘本
馆、19家实体书店和11家公共图书馆组成。目的在于
形成“全民阅读+读者”“阅读活动+服务”的共享、共
进、共赢格局，共同打造城市阅读品牌，促进全民阅读。

宁波市图书馆与联盟成员单位天一青年读书会合
作，绘制了“宁波城市阅读地图”，勾勒全市阅读设施和
资源，主要包括各类图书馆197家，书店绘本馆130
家，阅读组织19家，藏书楼5座，首批印制的阅读地图
免费向公众发送了2万份。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已渗透到方方面面。从图书
的借阅服务、阅读推广活动的举办、文献资源的征集、
数字阅读的推广，都可见他们的身影。如与社会合作
建立了“网咖书房”和“酒店书房”；在宁波历史文化街
区——南塘老街成立了“人文地理馆”，并由社会出资
举办以人文地理文化为主题的“天一讲堂·读行天下”
系列讲座；天一音乐馆的建设也得到了其他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支持，从创办至今，已举办各类音乐会520余
场，参与活动读者达4万余人，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

2015年10月宁波市图书馆理事会成立，社会力量
开始介入图书馆决策运营，并作为第三方监督图书馆
工作。

经过10余年的精心打造，宁波市图书馆的“天一
讲堂”已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阅读品牌。

“天一讲堂”自2006年创建以来，已举办讲座600
余场，坚持周周有讲座，坚持讲座的学术性、时事性，同
时接近百姓生活，讲究对生活的指导性、趣味性，成为
市民交流思想、碰撞火花、与名家近距离互动的平台。
十年磨剑，永续书香，在喧嚣、浮躁的年代，“天一讲堂”
默默坚守，播撒读书的种子，延续文化的火苗，为书香
城市建设添砖加瓦。2016年在“天一讲堂”推出十周
年之际，市图书馆又新推出“天一讲堂公开课”、“天一
讲堂精彩30分”、“天一讲堂读行天下”三大系列品
牌 。

在精心打造“天一讲堂”的同时，宁波市图书馆还

推出了“天一展览”、“天一约读”、“天一音乐”等平台，
组建了一个让市民学习、交流各类文化知识的“天一”
文化品牌。

其中“天一展览”结合社会形势和热点，每月推出
摄影、绘画、阅读等不同主题的展览，不断延伸读书的内
涵和外延，提高市民的审美情趣；“天一约读”邀请知名
专家、学者推介国内外经典著作，或分享阅读体验，或分
享人文自然知识、或解析本地历史文化等；“天一音乐”
作为2015年新开创的特色活动，以各类音乐鉴赏为主
要内容，带领市民步入丰富、精彩的音乐殿堂，内容包括

“秋帆乐话 如是我闻”贺秋帆音乐沙龙、“针尖下的音
乐”黑胶唱片赏析音乐沙龙、Mini音乐会、“走进交响的
世界”音乐讲座、“法伊娜学唱团”系列沙龙等。

从网络图书馆到多屏阅读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为了适应读者的数
字阅读需求，宁波市图书馆加快数字资源采购、加
快数字阅读平台搭建、加快数字阅读终端的整合，
实现了网络图书馆、手机图书馆和电视图书馆三
屏合一的数字阅读终端模式，着力营造“智慧阅
读，无处不在”的现代阅读环境。

2008年，宁波市图书馆正式开通“宁波网络图
书馆”，凡持有宁波市公共图书馆借阅卡的读者，均
可全天远程、免费访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学
术搜索、书生及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等外购资源和
宁波地方报纸（1899－1999）数据库等本地资源。

同年，宁波市图书馆实行“零门槛”开放，在原
先免费借阅、免费自修、免费听讲座、免费寄包的
基础上，实行免费办证、免费上网、免费检索馆藏
数字资源等服务。同时，又联合全市各区、县（市）
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文献借还“一卡通”服务，
读者可以在宁波大市任一公共图书馆办理图书借
阅卡，享受文献通借通还服务。

如今，“宁波网络图书馆”拥有用户44万，年
度访问量超过1500万，日均访问量达4万余次。
读秀学术搜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万方数据、维
普期刊等数据库月访问总量超过50万次。

移动图书馆从2014年11月开通以来，屡次升
级，在微信平台上建立一个与图书馆传统业务紧
密结合、可提供在线阅读功能、支持读者与图书馆
间双向沟通的空间，微信用户逾5万，长期位居“市
民公共服务号类”排名前十强。

为打造“图书馆进客厅、数字阅读进家庭”的
新场景应用环境，宁波市图书馆创设了贴近家庭
的电视图书馆服务终端，将图书馆丰富多彩的数
字、影像、活动等资源搬到电视端，实现在线资源、
影音文献、读者互动三位一体联动。

针对当下年轻人钟爱电子阅读和数字图书馆
推广的需要，由宁波市图书馆自主设计的“悦读书
亭”在吸取了原有自助图书馆实体书借阅方便的
长处后，又借助电子设备，将电子馆藏、数据库整
合打包，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电子书，一屏推广，
实现图书借阅和图书漂流复合型功能，实现了“书
籍流动”和“新阅读推广”集群服务。

在进行线上“网络图书馆”建设的同时，宁波
市图书馆也进行着实体的图书馆网络化建设，近年
来分别在大榭岛、梅墟、保税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设立了分馆，还在南塘老街开设了“人文地理”专题
馆。对于各区县（市）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宁波市图
书馆不仅抽调骨干进行辅导，建立县、乡镇、村社三
级阅读网络，2016年还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制
订了宁波地方标准《乡镇（街道）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规范》，像这样的地方标准在全国尚是首个。

纵观90年，宁波市图书馆已从职能单一的传
统图书馆，演变为集图书借阅、典籍收藏、社会教
育、学术交流、休闲益智等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
间。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晓荷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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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来始终秉承“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除
了服务于公众阅读，宁波市图书馆还主动服务于政府
决策和学术研究。

从2011年至今，宁波市图书馆每年在市“两会”期
间进驻会场提供信息服务，今年上半年又入驻市党代
会为党代表服务。创刊于2012年的《天一文荟》是宁
波市图书馆的馆办刊物，这本信息文摘类半月刊的阅
读对象定位于政府部门、高校学者、新闻媒体、社会机
构等，为城市各行业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信息服务，至
今已出了145期。从去年10月开始又编印人文类双
月刊《天一书简》，为读者推荐好书。

挖掘、整理、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也是当代图书馆
的责任之一。宁波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馆从2003年

“升级”为地方文献中心，注重纸质馆藏和数字化的结
合，目前已将读者需求量较大的馆藏百年宁波老报纸、
宁波文史资料、《四明丛书》和《申报》宁波史料全文数
字化，打通了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为了适应未来地方
文献的发展，还对宁波本地刊物创刊号、名家签名本和

文件、海报、手札、信件等散页文献加以系统征集、整
理，并分类保存；2015年完成了馆藏古籍普查，共检得
1912年之前的古籍7.6万册，并于去年整理出版了《四
明近体乐府》《宁波市图书馆藏古籍善本图录》等，以传
承文脉。

在2016年宁波读书周期间，宁波市图书馆利用自
身文献优势，策划推出了“汉籍东渐——宁波海上书籍
之路的传播与影响”展览，全面揭示了以书籍为载体的

“东亚文都”宁波的历史魅力和宁波对东亚文化的贡
献。

在对文献资源进行利用和文化传承的同时，宁波
市图书馆还重视文献的征集与保护工作，重点征集宁
波帮、宁波籍院士、宁波文化名家、宁波非遗文献等，已
形成特色专藏。近年来，居住在港澳台的宁波籍名家
如张其昀、陈立飞都将其著述捐赠给了宁波市图书
馆。今年，地方文献中心还组建成立了一支志愿者专
家队伍，特聘了一批专家和文献研究爱好者，提升研究
力量，提供信息资源。

利用文献优势编印刊物传承文脉

“天一讲堂”已派生出众多子品牌
让书香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阅读推广

品牌建设

信息服务

聚社会力量

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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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载”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90
宁波市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专题报道

““天一讲堂天一讲堂””座无虚席座无虚席

市图书馆自主设计的

市图书馆自主设计的““悦读书亭
悦读书亭””

24

24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让读者可以自助借还

小时自助图书馆让读者可以自助借还

馆办刊物馆办刊物

今年今年““渔阅童年渔阅童年””阅读夏令营走进了象山鹤浦镇阅读夏令营走进了象山鹤浦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