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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平凉市图书馆基本情况

Part One



平凉市图书馆成立于2009年7月，原馆位于柳
湖书院，建筑面积仅有2070平方米，馆内设有借
书室，阅览室，藏书室和报告厅四个窗口。

柳湖书院



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多方争取下，2013年市上决
定将市图书馆搬至现址。新馆占地面积8.6亩，建筑面积
7629平方米，位置处于平凉新旧城区结合部，国家3A级
景区柳湖公园包围其中，新区绿地广场居于其北，地理
位置优越，环境优美。新馆于2013年10月开始改造，
2014年1月21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一期改造项目涉及一

至三楼，馆内现有阅

览席座832个，设有第

一、二借书室、阅览

室和自习室等服务窗

口20多个。其中，市

政府信息查询中心、

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

书画交流中心等功能

室为特色功能室。



 现有藏书16万余册，

其中，地方文献5000

余册，国内大型报刊

和杂志400余种，已初

步形成以文史、艺术

和民国时期文献、地

方特色文献及数字资

源为特色的藏书体系。



建立免费提供饮
用水、免费存包、免
费复印、WiFi全覆盖、
电子图书免费下载等
人性化服务模式。



依托青少年心理辅导、
周末家庭教育讲坛和心
灵家园等特色服务项目，
开展世界读书日、服务
宣传周、平凉市市直单
位读书活动、青少年经
典诵读，首届平凉市
“中小学生读书节”和
全民阅读等系列主题活
动。



02平凉市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现状

Part Two



 2013年10月，甘肃省文化厅下达了平凉市数
字图书馆建设指标，我市数字图书馆建设正式启动。
按照甘肃省图书馆要求，2014年6月至7月中旬，我
馆依托新馆改造，改造数字图书馆面积165平方米，
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电脑和服务器等设备，完成防
静电地板，网线铺设，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市级馆硬件平台搭建、虚拟网
络建设和服务体系完善等基础构建工作，建成平凉
市图书馆网站，数字图书馆建成并投入使用。2014
年10月，我馆与甘肃省图书馆签订数字资源联合建
设项目协议，承接元数据制作10000条，政府信息
抓取12000条的项目任务。该项目任务已完成，正
在做第三方质检。2015年，我馆积极争取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元数据仓储4800条，地方文献数字化2
万页，政府公开信息1万条，图书馆公开课200讲的
项目建设任务。



电子阅览室
数据制作现场



一.高度重视，推劢图书馆形成发展新形态。

平凉市图书馆高度重视数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工作，承接元数据仓储项目和政府公开信息整合项目后，

及时成立工作小组，由“一把手”亲自抓项目建设。根

据元数据仓储和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标准要求，结合实际，

明确任务分工，限定时限，及时跟进工作进程。同时，

要求各个成员围绕自身负责的具体工作，及时和专家沟

通，主动借鉴其他馆经验，少走弯路，确保后续工作顺

利开展，以切实推动图书馆形成发展新形态。



二.培训先行，强化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
人员力量。

我馆初次承接元数据制作和政府信息整合任务，为顺利开展好此项工

作，在数字资源联合建设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大

力培样专业人才。先后选派馆内综合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积极参加

国家、甘肃省以及部分市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技

术人员培训，并组织平凉市县（区）公共图书馆共享工程工作人员进

行学习。注重培训先行，通过分级培训的方式培养一支既具备数字图

书馆专业知识，又具备实际技能的人才队伍，切实提高工作人员数据

抓取速度、上传准确度、工作效能和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水平。为平凉

市、县（区）公共图书馆后续数字资源建设专业、高效、顺利开展提

供了人才保障。



三.主劢获取资源，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
元数据制作。

我馆成立于2009年，由于是新建馆，馆内无任何形式的数字

资源，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本着合作共建和合作共享原则，

我们积极向平凉市文广局汇报，通过平凉市文广局组织平凉市

文化馆、博物馆、秦剧团等单位召开专门会议，精心安排部署

数字资源制作相关工作，明确相关单位数字资源提供数量，类

型、标准和时限等。我馆确定资源获取重点，侧重挖掘实体馆

藏资源，主要获取符合标准要求，又具有平凉地方文化特色的

全文型数字资源，包括文本全文、图片、音视频和网络资源。



四.找准政府信息抓取方式，提高政府公开
信息整合速度。

我馆在与国家、甘肃省图书馆和甘肃部分市级图书馆老师沟

通后，选择逐条录入方式完成项目建设。首先以自愿报名和

选拔的方式，选取一部分有一定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职工，作

为数据加工人员，集中开展培训，详细讲解每个录入字段含

义，统一认识。其次建立工作任务、抽查监督和奖惩制度。

在录入时，我馆以政府信息载体形式分类，每人负责一类，

强化熟练度，并时常关注群内公告信息，及时修改错误数据，

避免日后大量返工，由此确保了较高的政府公开信息整合速

度。



五.加强宣传,提高数字资源知晓率和利用率。

我馆通过设置电子图书借阅机，利用数字图书馆和报告厅等服

务窗口，为平凉市部分单位数字化主题培训、讲座等各类文化

展演活动提供平台。结合图书馆各项服务功能，通过在平凉门

户网站、平凉文广网和平凉日报社等媒体，以发布公告和报道

等形式，积极宣传、引导公众关注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特别

是借此让公众关注我馆承接的元数据制作和政府公开信息整合

工作，进而提高公众对数字资源联合建设以及数字化服务的知

晓率和认知度，以充分发挥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惠民、利民作用。



六.招募社会人员，推进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志愿服务。

我馆组成以馆内专门工作人员为核心，广泛招募社会各界志

愿者为成员的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小组。这些志愿者是来

自大学和中学在校学生、退役军人、教育、文化等行业和部

门、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到数字图

书馆开展公益性服务。一方面，可以大大加快我馆数字资源

联合建设任务进程，另一方面，可以让代表各行各业的志愿

者，充分认识数字资源建设的作用、意义和目的，从而大力

宣传平凉市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为我馆形成公众广泛参与

的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志愿服务格局奠定基础。



志愿者服务证 荣誉证书



七.充实自建资源，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服务
功能。

截至目前，社会各界在我馆报告厅开展心理讲座、安全知识

讲座、国学诵读等各类讲座1500余次。我馆又利用“春雨工

程—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视频资源和摄影作品

征集”、“文化记忆致敬荣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微视频征集评选等各类

主题活动，充实自建资源。同时，确定专人，集中整理馆内

收集的地方特色资源和历史地方文献特色资源，包括各类视

频、图片和文字1.6万条，其中，音频占3%，视频占8%，图

片占87%，文字占2%，资源类型多样化。



03元数据仓储项目开展方式

Part Three



无任何形式的自建数字资源
困难一

无图书馆网站，没有发布平台
困难二

元数据对应资源要求是已发布的自建资源



A

征集

B

自拍

资源的获取方式



通过平凉市文广局衔接，向博物馆、

秦剧团、文化馆和电视台征集，其中

图片13000张，音视频、文章等资源

共150余条，目前只对图片做了元数

据。

征集



由于经费、人员和技术的丌足，我馆

暂时只对群文文化生活和平凉地方戏
曲做了简单的拍摄，大约730张。如

果条件允许，计划今年拍摄崆峒山碑

刻和古建筑。

自拍



分类 格式转换

容量压缩 修改分辨率

1.通过主题分类 ，可以使

题名、中图分类、主题词和

摘要等字段相同或相近。

2.通过软件可以把征集到的

图片转换为同一种格式、压

缩到指定大小、修改为相同

分辨率。

优点

资源加工

图片加工完成后，在Excel表格中制作

元数据，相同或相近字段可以快速完
成。



按照做好的元数据表格，依据图片顺

序依次上传图片，可以得到连续的发

布地址，在元数据表中只需要复制前

两个图片的发布地址，其余向下拖，

即可完成。

资源发布



所有字段完成后，将Excel表转换为

XML数据格式导入WCM平台，最终

完成元数据的制作。



04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发展策略

Part Four



1.经费支持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是一项大工程，设备购置

、软件升级、维修、人员培训、馆藏数字化

、网上资源的开放和利用等均需要充足的经

费支持。自数字资源联合任务下达后，国家

及时下达专项经费，这对于平凉市图书馆这

样的新建馆持续、有效开展数字资源联合建

设相关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2.技术指导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对新建馆，尤其是西部市级公

共图书馆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

方法可寻，只能一边通过向国家和省图书馆老师

请教，一边自行尝试，导致工作效率不高。加之

任务时限所限，存在元数据制作和政府公开信息

抓取仅按照单位大面积采集，对单个信息抓取和

制作准确度缺少反复检查，对于本地特色资源缺

乏深层挖掘的现象，对于字段把握还不够准确。

今后还需要国图和省馆继续培训、指导，以确保

数字资源建设顺利进行。



3.人才建设保障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并从

数字图书馆对人才的需求出发，科学地建立有

层次、阶梯形的人才发展模式。再次，图书馆

的人员配置上，一方面要通过绩效考核提高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待遇，留住现有的专业型人才

，吸引外来人才。另一方面积极地有计划地加

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使他们成为

能把网络上丰富多彩的信息及时加以梳理提供

给读者的图书馆复合人才。



4.加强读者对网上检索能力的培养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重在利用。公共图书

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通过讲座

和学习交流形式，加强对读者网上检索

能力的培养，使读者紧跟信息技术发展

。同时，注重向读者传授网上信息资源

的检索与利用，不断将网上获取信息的

新方法，新手段传授给读者。



5.完善评价激励机制

虽然数字图书资源联合建设有统一的

标准、有可选择的建设内容、有验收

环节，但能够结合各公共图书馆实际

，围绕项目争取，资源的用与不用，

用得如何等，制定完善的评估体系、

制约和激励机制，才能确保数字资源

联合建设发挥预期社会效益。



@平凉市图书馆
白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