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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源源阁阁新新增增2244小小时时自自助助服服务务
读者在闭馆期间也可以借还书

海源阁24小时自助图书馆。

馆内自助设备可24小时借阅

走 进 海 源 阁 图 书 馆 大
门，左侧一个“24小时自助图
书馆”特别吸引眼球，走进之
后，里面一个全封闭的圆形
书架上密密麻麻排放着众多
纸质书籍。书架的一侧有着
详细的借阅说明，通过刷身
份证或者借书证，就可以选
择可以借阅的书籍，还有一
块显示屏提示借书流程、完
成图书选择，整个借书完全
是读者个人手动操作，不需
要图书馆人工服务。而据了

解，图书馆内只是根据图书
借阅情况，负责图书更换、更
新就可以了，读者任何时间
都可以借阅。读者王女士称，
唯一的遗憾就是里面可供选
择的图书不多，不过也算是
一个开端了。

这处“ 24小时自助图书
馆”是今年 4月 21“世界读书
日”期间，海源阁图书馆建成
向社会开放的又一处方便借
阅设备，使图书馆摆脱了开
放时间对读者借阅的限制，

读者在闭馆期间仍可以享受
到方便的借还书服务。

免费开放后图书馆的读
者数量和借阅量剧增，在传统
的单一人工借还书模式下，图
书馆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大幅增加，即使加班加点但仍
然无法满足读者高频率的借
还书需求。如何在人员编制数
量固定的前提下，提高借还书
效率，满足读者需求，成为摆
在图书馆面前的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海源

阁图书馆不仅建成“24小时自
助图书馆”，还在去年投资三
十余万元购置了自助办证机、
自助借还书机等自助设备，初
步实现了自助办证和借还书
服务，借还书效率、馆藏图书
流通量大幅提升。

目前，海源阁有超过70%
的办证工作量和超过90%的借
还书工作是由自助设备来实
现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更多是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深层次服
务上去。

便携设备成了“移动图书馆”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
迅速发展，一个全新的数字化
阅读时代已经来临。快读、娱
读、听读等“高普及、低成本、移
动性、互动性、音画性”的电子
阅读方式蔚为风尚。为了适应
时代变化和读者阅读习惯的变
化，把读者“留”在图书馆，继续
发挥图书馆在引领社会阅读、
社会价值观培养方面的积极作
用。海源阁图书馆在加大纸质
图书馆采购量，及时上架，吸引

读者的同时，还加大了数字资
源采购力度，先后购置了数字
期刊、数字图书、国学数字资源
库等优质资源，这些资源既可
以在馆内上机浏览，也可以通
过扫描二维码等简单方式下载
到手机、PAD等手持设备上阅
读，使阅读摆脱了了阅读的空
的和时间限制，使阅读无时不
在、无处不在。

近期，海源阁图书馆还将在
市区布置一批数字报刊借阅机

和电子书借阅机，广大市民的数
字化阅读渠道将更为丰富。

“现在阅读时间碎片化，各
种移动电子设备的出现将阅读
带入个性化时代，利用好这些
设备，就能把图书馆带在身边
进行深度阅读。”到图书馆借书
的一位小学老师说，不管是经
典名著还是刚上架的畅销书，
还有海量学术资源等，只需在
屏幕上随手点击就可翻看，用
微信扫二维码，就可将整本书

装进你的手机，让个人“电子书
包”随身携带。这样，不仅能成
为学习通：书本上的问题不会
答，马上用手机翻阅图书馆查
找资料，还能成为文化通：看电
影时不明白的剧情，随手就能
立即打开图书馆找出小说原著
对照。此外，还可参与APP定
制，将自己的课程内容、学习体
验、工作日志等录入，让图书馆
成为自主定制、量身打造的知
识“智库”。

在全市设立

馆外服务点26个

由于历史原因，聊城的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程度还较为落
后，目前全市仅有公共图书馆8
所，其中一级馆2所，二级馆2所，
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发展不均衡，
特别是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滞后使
不少市民很少走进图书馆，难以
享受到公平、均等的借阅服务。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切实提
升服务覆盖率，尽可能地满足群
众的读书需求，海源阁图书馆先
后在农村、学校、社区、军营等处
设立馆外服务点26个。同时，为不
同定位人群选择不同书目，也会
定期为这些服务点进行图书更换
服务。随着图书馆的发展，未来将
建设更多的馆外服务点，更好的
为聊城爱读书的市民服务。

据了解，企事业单位和其他
正规社会团体可以申请海源阁图
书馆的“馆外服务点”。目前，服务
点在学校、乡镇或者农村。海源阁
图书馆为这些服务点免费提供图
书以及图书的调换，由使用单位
进行管理。只要能够保证图书安
全，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与图书
馆签订协议之后就可以设立馆外
服务点。

每月新增读者

六七百人

海源阁图书馆是市区唯一的
公共图书馆，承担着向全市广大
群众提供借阅等服务的职能。
2011年，海源阁图书馆率先在全
市公共图书馆中实现免费开放，
免除了读者的借阅费、办证等费
用，基本实现了零门槛进入，受到
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好评。但为
了确保文献安全，提高文献流通
率，仍需收取办证押金和超期费，
这和广大读者的期望还有较大的
距离。为此，海源阁图书馆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稳步推
进，通过升级图书馆系统、更新设
备、加大资源购置数量等手段，逐
步解决了图书丢失、长借不还、文
献流通率低等一些列困扰图书馆
工作的难点。

至2014年逐步取消了超期费
和办证押金，市民持二代身份证
经过简单注册就可享受到借阅服
务，实现了真正的“零门槛”进入。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持证读者数
量大幅攀升，从免费开放之初的
一万余人发展到如今的三万余
人，目前每月的新增读者量始终
保持在六七百人。

本报聊城7月1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李伟) 目前，聊城着力
完善提升基层文化设施，
全市基层文化设施正在
按要求进行建设，县级两
馆建设方面，8个县(市)区
文化馆、图书馆都按照不
低于国家二级馆标准进
行了建设和规划。

目前，临清文化馆已被
评为一级馆，图书馆为二级
馆，高唐县文化馆、图书馆
为二级馆，冠县文化馆为二
级馆，茌平县、东阿县图书
馆为一级馆。莘县文化馆已
经投入使用，莘县图书馆主
体及内外装修全部完成，即
将投入使用。东阿文化馆基

本完工，建成后可达国家二
级馆标准。冠县图书馆，阳
谷文化馆、图书馆已完成征
地及设计。

按照要求，今年继续
在全市扶持1000家农村文
化大院(综合文化中心)优
化升级，目前全市已提升
561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提升工程是对现有的社区
(村)文化活动中心通过整
合村文化活动室、健身广
场、党员活动室等功能，通
过增添设施、设备，完善功
能，提升服务能力。目前，
各县市区都制订了提升计
划。比如，临清今年共争取
的财政扶持资金70余万元
及50余万元的图书等硬件

设施，将资金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购置桌椅、音
响等设备；冠县已经为19
个文化活动中心配置了音
响、电脑、投影仪、摄像机、
乐器等基本设备；阳谷县
为27个村级文化大院配置
了多媒体设备及一批演出
道具及表演服装；临清市
主要实施了文化小广场建
设工程。

为实施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广场舞示范工
程，聊城为800个村居(社
区)广场舞蹈队配备便携
式拉杆音响，赠送800套优
秀歌曲光盘，免费培训
1180名文化广场舞翎(广
场舞指导员)。

聊聊城城加加快快基基层层文文化化设设施施建建设设
县文化馆、图书馆都达到国标二级

相关新闻

取消了超期费
和办证押金，借书
真 正 实 现 了 全 免
费。更令人兴奋的
是，海源阁还增加
了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借书实现自主
化。而众多数字期
刊、图书资源库也
实现了扫描二维码
下载到移动终端，
很多时尚人士带着
平板、kindle、智能手
机用图书馆内提供
的免费WIFI下载电
子书。

文/片 本报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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