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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海省海西州图书馆概况



海西州图书馆成立于1979年2月，
隶属青海省海西州文体广电局，是地市
级二级综合型公共图书馆。海西州图书
馆新馆建筑总面积为8000平方米，总投
资3600万，分为读者服务区、密集书库
区、办公区及机房三个部分，其中：密
集书库面积2100平方米；办公区及机房
面积420平方米；读者服务区面积5480

平方米（占总面积的68%）。



馆内设有：
图书借阅室、报刊阅览室、少年儿

童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民族图书借阅
室、视障人借阅室、地方文献工具书阅
览室、文化沙龙、视听室、读者自修室、
培训教室共11个对外服务部门，阅览席
位600个，供读者使用的电脑85台，所
有服务窗口及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
形成了藏、借、阅、咨询、管理一体化
的管理模式。



作为服务于海西州各项事业发展、
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海西州图书馆致
力于“提高图书馆社会效益，加强图书
馆服务能力，拓展图书馆服务范围，提
高图书馆服务水平”为具体奋斗目标，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读者至上”，
“以优雅宜人的阅览环境和高效灵活的
服务方式”为宗旨的服务理念，全心全
意的为全社会读者服务。

















二、读者服务工作
（一）自2000年实行全年开馆服

务无闭馆日以来，至2014年已连续
14年实现了365天对外免费开放，每
周开馆时间达60小时。

我馆现有藏书365578册，平均
每年接待读者近14万人次，书刊文
献年外借册次10万册。



（二）实行现刊阅览、过刊合订
外借的服务方式，打破了期刊“只
能阅览”的限制，向读者提供期刊
合订本外借服务。2015年订购期刊
537种，报纸120种，极大的满足了

广大读者学习、阅读、休闲的文化
需求。



（三）2012年新馆投入使用后，
我馆充分发挥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
截至目前，海西州图书馆共举办讲
座、展览、培训、阅读推广、文化
下乡等读者活动近百次，参与人数
达5000余人，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社

会教育职能。













（四）从2010年开始我馆先后在街
道社区、军营、企业等地建立图书流动
点31个，共送去精选图书20800册，同
时配备书柜、阅览桌、阅览椅等阅览设
备，切实解决了广大群众“买书难、借
书难、看书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
基层文化建设，更好地发挥了图书馆文
化传播的公益性功能，实现了图书资源
的共享。









（五）2010年起，海西州图
书馆每年按计划针对海西州内基
层图书馆（室）开展业务辅导帮
扶工作。截止2014年底，共派遣
业务骨干32名，帮扶基层图书馆
（室）8个，按《中图法》依次
分类编目图书共计57500册。







三、数字图书馆建设

2012年以来新馆的投入使用使海
西州图书馆焕然一新，无论硬件或者
软件设施设备都有了质的飞跃。并在
国家、省、州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政策
扶持下，海西州图书馆逐渐向服务多
元、便捷、均等、公益的数字图书馆
过渡，充分发挥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
作用。



（一）加强管理系统自动化建设。
2012年我馆全面实现了图书馆业务管
理系统的自动化，并启用了集图书外
借、报刊借阅、电子阅览于一体的IC
卡“借阅证”。业务自动化系统的启
用进一步简化了图书借阅程序，提高
了图书馆信息化管理水平，对提升图
书馆免费开放水平、发挥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我
馆文化共享工程专门机构包括：网络
机房、电子阅览室、数据加工室，有
专职人员管理和进行数据加工，建立
了规章制度，免费为社会、为读者服
务，设备齐全、达标，经费投入到位。
同时，我们利用电子阅览室的设备，
联合其他单位开展人员培训工作，讲
座活动等，并建立了活动档案、统计
信息报送制度等。











（三）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步伐。
我馆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投入150万
元设备，现有计算机台数105台，其中
供读者使用的计算机台数85台，全部
实行免费开放。读者服务区无线网络
覆盖范围100%，宽带接入100兆光纤，
并建立了“海西州图书馆”网站，网
页规范、内容全面，结构合理，读者
可以从网上续借图书,查阅图书目录等，
网址为。

http://www.hxzts.com

http://www.hxzts.com/


（四）提升图书馆自动化服务水平。

为了方便读者借阅图书、提升图书馆
自动化服务水平，2014年我馆新购进
两台感创ZT2000-M自助借还书机、一
台24小时还书机和8台歌德电子图书借
阅机，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图书流通速
率、简化借还书流程，同时也为读者
朋友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机阅读服务。









(五) 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数据库。

内容包括：海西州旅游、德都蒙古历史文化、
民俗活动、地方文献、海西州影视。



http://192.168.1.21:8080/

http://192.168.1.21:8080/


（六）建立了中国政府信息整合服务平台—海西州站



政府公开信息：工程开展以来，我馆借鉴相关
经验，多次接触商讨后，将初期网站及首批资
源采集工作交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公司负责建设。
后期数据的添加和维护则是结合本馆工作人员
一起进行。

专业公司 本馆人员+



海西州图书馆政府公开信息资源建设概况

已采集信息 19115   根据采集任务成功采集到的全部信息数量
已快照信息 19104   对已采集信息进行原景快照成功的数量
待审核信息 2091     成功采集并且导入审核后台等待人工审核的信
息数量
已发布信息 17024    正式发布到《整合服务平台》的信息数量

提交数据量：1.7万条

政策法规： 1422

机构文件： 11177

统计信息： 3172

行政职权： 1253

合计： 17024



四、特色资源建设

（一）由于海西州图书馆地处民族
地区，主体少数民族蒙古族和藏族占
总人口的17.8%。2012年我馆设立了具
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图书借阅室，并专
门安排熟通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字的工
作人员为少数民族读者服务并解答咨
询，极大的方便和满足了少数民族读
者学习、阅读、休闲的文化需求。



（二）2015年7月我馆成立了“德都
蒙古文献中心”，文献中心藏有蒙文、
藏文图书近1万册，内容包括反映本地
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
人情、名人轶事、古迹遗址等的各种
形式、各种载体的信息资源。该中心
的建立将为民族文化强省、州、县建
设提供文献保障，为提高本地区人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智力支持。也为
图书馆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为
建特色馆奠定了基础。



• 德都蒙古---又称青海蒙古，主要指青藏
高原居住的所有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
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因
这部分蒙古族生活的区域地势高和生活区
域离佛教圣地最近而得此名。

• 德都蒙古文化在当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
浓厚的民族文化背景。我馆依托地方特色
资源，建立了海西州图书馆“德都蒙古文
献中心”，使之成为我馆一大亮点。















（三）2015年以来，我馆结合工作
实际，进一步整理、搜集、制作了部
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人文气息的特
色馆藏资源。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
包括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CD、DVD、
磁带等影视和音乐载体。同时继续加
强拓展我馆电子阅览和其他多种电子
媒体的传播途径，努力为读者营造更
具现代化气息、数字化、特色化的阅
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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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
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受经费和技
术人员的制约，数字资源建设还是相对比
较滞后。今后还需借鉴好的经验和做法，
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在国家图书馆、省图
书馆和兄弟图书馆的指导帮助下，再接再
厉，积极探索数字图书馆在基层、在欠发
达地区的服务模式，更好的发挥其运行效
益。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