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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理工图苑

图书馆开展大学生劳动实践课

为配合我校本学期开展的大学生劳动实践课，在学

生处的大力支持下，济南校区图书馆自 2020 年 10 月

21 日起，每周三下午分批次安排部分学生进行劳动实

践课。

为使大学生在劳动实践课中既感受到劳动的乐趣，

培养吃苦耐劳、热爱劳动的精神，又在劳动中增长才干、

学到一技之长。图书馆指定专门人员认真组织学生的劳

动实践课，包括讲解图书分类排架知识、学生的考勤、

任务的分配、过程的管理和最终的考核。劳动实践课的

內容主要包括：馆舍卫生、书架清洁、图书排架整架等。

每位同学在图书馆参加劳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

的几个小时，但是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不仅让图

书馆的环境更加整洁，而且学到了图书分类知识、排架

规则、文献检索方法等，加深了对图书馆的了解。同学

们纷纷表示，今后一定会经常来图书馆，利用丰富的馆

藏资源支撑起课堂上的专业学习。

在图书馆开展劳动实践课，一方面强化了学生的劳

动观念，同时也加深了图书馆与学生的沟通理解，为图

书馆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开辟了新的途径。努力。改善

办馆条件，创新管理模式，增加馆藏图书量，提高服务

质量。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图书馆全体老师将全力以赴，

尽快将新书及时上架；继续发挥集体智慧，为读者提供

更加温馨舒适的借阅环境。

图书馆积极做好新生读者借阅证办理

及指导工作

为了让 2020 级新生能够尽快借阅图书以及利用图书馆馆藏资源，自

新生入校以来，在图书馆领导的具体安排和部署下，在学校各部门的大力

配合下，截至目前，已办理图书借阅证 4000 余张。

本次办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图书馆领导积极带头进行图书借阅证

的办理，并安排专人进行借阅证的收集、录入等工作。每办理完成一批就

紧接着联系下一批，保证新生读者能尽快领取到自己的借阅证。图书馆各

个库室的老师耐心细致的为新生讲解图书馆的图书排架规则以及借还书注

意事项，并演示如何查找图书、借还图书，以使新生读者较为快速的学会

图书借阅方法。

本学期开始，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水平，树立良

好的窗口形象，图书馆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如提高办证效率，加强人

员队伍的考勤管理、业务培训等。希望通过一系列手段措施，继续加强图

书馆内涵建设，为读者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新起点，

新征程，图书馆将以整洁的环境、热情的服务、坚持“以学生为本，服务

第一”的理念，为全校师生提供更加科学、优质、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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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数字里的书声——“十三五”时期全民阅读工作综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热爱读书、勤奋学习的民族。中国人历来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工作，阅读理念渐入人心，书香氛围日益浓厚，全民阅读蔚
然成风。

破 81%，国民阅读率持续攀升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
开始看书……”“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起自己的阅读经历，并强调要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

全民阅读，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切。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2014 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 7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6 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推动全民阅读”。

2017—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相继出台，均明确提出推动和保障全民阅读。

不断攀升的全民阅读率，证明了阅读推广工作的有效。

据统计，“十三五”初期，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综合阅读率为 79.9%，其中图书阅读率为 58.4%，数字化阅读接触率
为 64.0%。至“十三五”末，综合阅读率为 81.1%，上升 1.2 个百分点；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59.3%，上升 0.9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为 79.3%，上升 15.3 个百分点。

国民阅读率的提升，有赖于出版界优质内容的供给。五年来，出版界坚持把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力作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国家相册》等一大批弘扬民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引人瞩目。

《中国三十大发明》《影响未来的新科技产业》《中国古代纪时考》等一大批反映各领域各学科最新成果的研究著作，开花结果。

《奇妙量子世界》《马克思画传》《建筑的意境》等一大批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各方知识的健康读物，广泛流布。

《点亮小橘灯》《花儿与歌声》《焰火》等一大批教育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少儿读物，导向光明。

《人世间》《牵风记》《北上》等一大批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沁人心田。

出版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优秀原创文学出版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等，引导
和鼓励出版单位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高品质阅读需求。

达 58 万，村村有了书屋

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是读书的好时光。

每年的世界读书日，“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准时与读者相见。以这一活动为引导，全国各地一批品牌读书活动成长起来。

2020 年 4 月 23 日，北京书香家庭代表，以一场《时光里的阅读者》朗诵，拉开了“北京阅读季”的帷幕。这一阅读季已连续举办十届，参与
人从北京一个区域书市的读者，扩大到全网上亿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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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2 日，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云集的中外作者，为读者带来思想的盛筵。文学、出版、旅游的融合，让城市更
有书香气，也让书香更有烟火气。

“书香荆楚·文化湖北”“南国书香节”“书香八闽”“三秦书月”“深圳读书月”……“十三五”期间，全国所有省（区、市）都有了省级阅
读品牌，80%以上的县（区）有了阅读推广活动。越来越多国人参与进来，感受一缕缕书香。

书声出茅庐，文气满郊墟。读书，不应只局限于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实体书店、阅报栏等全民阅读基础设施规模、数量
不断增加，内容资源和设备不断升级，阅读公共服务网络初具规模。

“十三五”期间，通过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所有有条件的行政村都建设了农家书屋，目前共有 58 万余个，基本上实现了“村村有书屋”，
解决农民“读书难、看报难”的问题。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全民阅读工作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由城市向农村、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城市、偏远山区扩展延伸。

在东部沿海，在西部边陲，在北国极地，在南疆岛屿……58 万余个农家书屋，枕着乡土大地，成为农民心灵的慰藉、农村精神的家园。

4.7 亿，数字阅读用户广泛

还记得吗？那个爱读书、给东莞图书馆写下“万般不舍”“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留言的务工人员吴桂春，感动了无数人。

东莞图书馆联系当地帮助寻找工作，让他能留在东莞继续读书的“操作”，也温暖了无数人。

推广阅读，终究是为了人而服务。

“十三五”期间，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有特殊阅读需求的人群，从设施建设、内容资源、特殊服务等
方面不断加以针对性地推进改善。

全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发布，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优秀书目推荐工作进行，积极引导儿童通过阅读陶冶情操、塑造品格、提升素养，从小
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盲文出版工程的推进实施，向盲人提供大量优质数字有声读物、电子盲文和定制化、持续性知识文化服务，配送近 20 万台智能听书机至 400
家图书馆。

服务老年读者的银龄书院、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 E 阅读等，建立起为重点特殊群体开展阅读服务的渠道，逐步补齐书香社会建设的“短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阅读、手机阅读及移动有声听书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新型阅读方式。《2019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数
字阅读用户总量达 4.7 亿。

为适应阅读新趋势的发展，各地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阅读推广活动，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中国网络文学+大会等，通
过创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网民参与。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数字出版精品遴选计划等实施，把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新型出版物推介给群众，让有创意、有创新的优质数字出版内容“飞入寻常百姓家”。

推广全民阅读，非一时应景，更需多方努力，构建长效机制，久久为功。

“十三五”以来，多地制定全民阅读的中长期规划，如湖北省全面实施《全民阅读三年行动计划》，内蒙古自治区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全民
阅读中长期规划（2016—2025）》，四川省印发《四川省“十三五”时期全民阅读规划》，海南省印发《海南省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2016—
2025 年）》，福建省印发《福建省全民阅读 2017—2020 年发展规划》，重庆市出台《重庆市“十三五”时期全民阅读规划纲要》，江西省印发
《江西省推进全民阅读行动计划（2017 年—2020 年）》等，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制度保障。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在“十三五”完美收官，“十四五”徐徐开启之际，读书，
这一对一个人一生而言，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存在方式，在浩荡时代之风的吹拂下，历久又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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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

意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近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意

见指出，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

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社会大力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引导人民群众提升阅读

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不断增强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意见明确，到 2025 年，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基本形成

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优质阅读内容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

全，法治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民综合阅读率显著提升。

意见提出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大阅读内容引领、

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完善全民阅读基

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积极推动青少年阅读和家庭亲子阅读、保障特

殊群体基本阅读权益、提高数字化阅读质量和水平、组织引导社会

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加强全民阅读宣传推广等。

意见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党委宣传部门牵头负责的全民

阅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加强服务保障，推进全民

阅读工作法治化建设，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全民阅读公共服务。

加强评估督导，制定完善全民阅读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评估全民阅读发展水平。

因为有你们，图书馆更美好！

自 10 月 21 日以来，每周三下午都由学校劳动教研室协调安排学生

到图书馆进行本学年的劳动课，每次劳动课大家都踊跃参加、积极劳动、

效果显著，尤其是来馆劳动课的教育学院、机电学院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学院，受到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入馆劳动课以学院为单位，同学们在学生处和辅导员老师的组织协调

下进入图书馆进行劳动。一进馆，同学们就井然有序地按照划分区域主动

积极的投入到火热的劳动中去，主要清理图书馆各书库和阅览室的桌面、

书架、窗户、玻璃、地面、墙壁以及对图书进行整理等。同学们不去遗漏

任何角角落落，把很多没有打扫过的死角都认真地进行了彻底地清扫。劳

动过程中大家不怕苦、不怕脏、 不怕累，协作互助，各项任务都认真细

致地去完成。两个小时的劳动成效显著，桌面、玻璃一尘不染，书架干净

了，图书整齐了，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经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检查验收，

认为同学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应当受到表扬，予以感谢。

入馆学生通过辛勤劳动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也为创造

文明和谐校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更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动手和协作

能力。图书馆领导表示，劳动课作为感恩教育的一部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同学们通过自己动手，切身展现了自立自强自爱，以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回报学校，同时也展示了各自学院的风采，为其它学院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