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图书馆是区域发展的催化剂

华秀爱 ( 临沂师范学院,山东临沂276003)

摘要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 ,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 指出
图书馆是区域农村发展的催化剂, 提出为适应这一职能 , 营造现代馆员队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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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

这一重要资源, 源于民众 , 应寓于民众。高校图书馆资源的

有效利用, 有助于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有助于增强综合国力 , 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 , 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新的形势下, 高校图书馆如何

为区域发展作出贡献, 为此 , 笔者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在区域

科技发展和区域农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提出营造可持续发

展的现代馆员队伍的措施。

1  高校图书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能

1 .1  图书馆是区域科技发展的导航和助手 普通高校图书

馆面向社会或社区服务, 为校外人们提供教育资源提高其文

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 回报社会是应尽的义务, 并担负着

为区域内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提供服务的任务, 对于促进地

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 .1 .1 图书馆的区域学科导航系统服务。为了充分发挥图

书馆的职能作用, 要在图书、文献的收集、采编及其利用上下

功夫。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行业学科, 临沂师范学院根据区

域内行业和学科特点 , 新建起各学科专用资料室20 多个, 在

网上开展了网络导航栏目、新书通报、新书推荐、网上介绍栏

目等。并对建立的 CNKI 网络资源平台架构系统 , 随学科信

息的迅速更新及时导入。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专题全文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

资讯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Kluwer 全文电子期

刊》、《WorldSci Net 全文电子期刊》、《EBCOhost- 数据库》、《施普

林格( Springer- Verlag)》外文期刊数据库;《书生之家数字图书

馆》、《超星数字图书馆》( 全文电子图书) 、《书生之家数据库》

( 全文电子图书) 、《中国法律检索系统》、《网上视频报告》、

《银符等级过关考试模拟平台》等20 多个数据库并在网上免

费使用 ,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专业对某些专业的电子文

献、教育机构、相关站点等资源进行查询, 并可以将这些学科

信息添加到“我的图书馆”, 这样每次登录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相关学科的有关信息了。对用户来说只需定制一次就可以

获得最新信息, 并节省了查询时间。

1 .1 .2 图书馆对科技战线的服务。该校图书馆从过去简单

的服务向更高层次的服务发展, 即以信息的搜索、组织、分

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 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 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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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 , 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

新的服务。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区域科技状况 , 及时了解掌握科技战

线的动态、科技队伍、当前立项情况等, 经常和科技界的领

导、专家取得联系 , 了解科学发展趋势 , 了解当前进行的项目

及其内容和性质等。对诸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了解专家学者的需求并及时提供文献资料, 向他们宣传最新

成果和新动态, 充分发挥图书馆在科学研究中的导航和助手

作用。突出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区域各行业的知识导

航作用如对某些项目开展跟踪服务, 对每一个申报项目有针

对性地收集和提供有关信息资料 , 为申报成果和项目验收提

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1 .2  图书馆是区域农村发展的催化剂 临沂师范学院新校

舍位于农业区, 服务农业、农村这是应尽的义务。随着农村

改革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已被广大农民视为发

家致富的“法宝”, 但如何引导农民学科学、用科学、上项目、

增收入是新形势下发展农村经济面临的大课题。就区域实

际情况看: 一方面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 科技成果的转化及

应用还较落后, 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差; 另一方面

当地政府“科教兴农”的战略使人们初步尝到了科学技术的

甜头, 靠科技发展经济、实现致富的观念日益增强, 并已体现

到各级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中。靠科技去改变以往拼劳力、

拼资金、拼消耗发展经济的路子已经成为干部和群众的共识

和强烈愿望 , 这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要求和根本途径。

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更快、更早地学到实用的科学技术这

是图书馆应尽的义务。

1 .2 .1 提高农民群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科

学技术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社会的

进步、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是科学技术渗透的

结果。为使农民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

我们利用广播、电视、多媒体、黑板报等宣传工具, 向农民宣

传靠科学技术致富的典型实例, 并组织农民参观靠科技致富

的农户和企业,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学科学、用科学是搞建设

求发展的重中之重。利用专家咨询、座谈会、农村集贸市场

等场合向农民宣传推广科学技术 , 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农民学

科学、用科学、爱读书、肯实践、肯创新, 积极推动农村发展。

1 .2 .2  推广有利于生产和发展的书籍和信息。为了发挥图

书馆科技导航作用, 促进农村发展, 学科馆员首先到农村、农

业区域进行调研, 了解区域农业生产及发展状况, 认真研究

区域农村发展的潜力, 结合当地政府的发展思路, 有针对性

的向农民推广、宣传有利于当前发展的好书籍、好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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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开农民座谈会, 从中了解他们的需求, 向他们推广新

知识、新技术, 发放借书证、阅览卡, 帮助建立农村小书屋、阅

览室等。请各专业专家教授为他们解答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

帮助他们上项目等。实践证明图书馆工作高速率催化区域

农村发展,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产效率都有很大提高。

2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馆员队伍

图书馆服务的本质在于激励人的积极性, 开发人的潜

能, 发挥人的创造性, 引导人们去实现预定目标[ 3] 。随着知

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信息的突飞猛进, 图书馆员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 馆员的角色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不仅要求

馆员懂得图书情报知识, 还要具备与专业工作相适应的现代

化知识素质 , 成为知识导航员、信息顾问等不同于过去单纯

的图书管理员或情报咨询员等传统角色。馆员必须适应全

新职责 , 这就要高度重视馆员素质的提高。

2 .1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增强馆员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高素质的员工和高科技装备是现代化图书馆的两大支柱。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图书馆员队伍, 必须从发展角度进

行系统的规划、培训[ 4] 。在当前一个时期, 全员培训是一个

必须建立的强制措施, 其内容包括图书馆基础技能培训、计

算机和网络应用能力、数字资源检索、外语、情报服务能力、

数字图书馆综合应用能力、学科知识进修或继续教育等。图

书馆工作实践说明 , 服务重点已经从一般服务向信息资源服

务转移, 读者提出的问题中往往带有较强的专业性, 这就要

求图书馆设置一定数量的学科馆员 , 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 ,

对专业学科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建设强化学科信息资

源的完整系统, 改善图书馆的学科信息资源建设。

2 .2  激励引导馆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馆员是实现现代化

服务的主力军, 在高度理解信任的基础上, 积极予以激励和

引导, 让馆员在信任、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极大地发挥聪明才

能, 为创新服务挖掘潜力。首先在心理上引导每个馆员都有

上进好学的积极心理, 大力渲染爱岗敬业的氛围, 建立良好

和谐、上进团结、友爱的工作环境。再者是政策上激励, 制定

科学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岗位目标责任制 , 以职称升迁, 岗

位的调整等奖励表彰工作认真努力的馆员, 批评和惩罚工作

懒散不负责的馆员。还要创建学习性的馆员队伍 , 成为博学

多才的学习型组织, 实现服务创新。

只要我们紧密围绕新时期图书馆的新特点, 立足本职拓

宽思路, 积极创新服务方式, 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作用, 就能把

图书馆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就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挥

高校图书馆这一巨大国家资源, 为区域发展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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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将目标文献拷贝( copy) 和粘贴( paste) 到 Word 文档或

txt 文本文件中。

5  充分利用好友好连接

找到一个网站后, 你会发现, 大多数都设有友好连接,

进行超连接 , 这类连接一般都和该网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 就象利用文章后面的参考文献一样,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

网站的连接地址。如166 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caq .com.

cn/ ) 等网站就有很多友好连接。

6  注意专题信息网址的收集

由于目前因特网上没有一种检索工具能覆盖所有的网

络信息, 因此, 手工收集信息非常重要, 找到好的网址 , 可以

放到IE 收藏夹里, 也可以专门放到一篇文档里, 日积月累,

积少成多 , 笔者利用这种方法收集到部分网址 :

科技文献信息中心( http :/ / sdic .caas .net . cn/ ) 、生物技

术研究所( http :/ / bri .caas .net .cn/ ) 、中国农网( http :/ / www.

aweb .com. cn/ ) 、中国农业在线( http :/ / www.agrionline .net .

cn/ new- agri/ default .asp) 、中国农业信息港( http :/ / www.china

- agri .co m/ ) 、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 http :/ / www.caas .net .

cn/ ) 、世纪农网( http :/ / www.21agri .com/ ) 、广东智农通信息

网( http :/ / www.zhnt .net/ j sp/ ) 、北国农网( http :/ / www.db -

nw.com/ bgnw/ index .jsp) 、北京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agri .

ac . cn/ updata . asp) 、中 国 西 部 农 业 在 线 ( http :/ / www. xi-

bunongye .com.cn/ ) 、潍坊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wfny .gov .

cn/ ) 、山西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sxagri .gov .cn/ ) 、辽中农

业信息网( http :/ / www. lzagri . gov . cn/ ) 、中国农 业信息网

( http :/ / www.agri .gov . cn/ ) 、中国农副信息网( http :/ / www.

nanling .com.cn/ ) 、中国农资网( http :/ / www.ebc .com.cn) 、中

国农资信息网( http :/ / www.china - agri .com.) 、台湾农业信

息网( http :/ / www.tai wan - agriculture .org) 、中山农业信息网

( http :/ / www.zsagri . gov . cn) 、浙江农 业因特网 信息中心

( http :/ / www.agaj .com) 、视聆通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

lightcity .zsnet .com) 、天津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tianjin - a-

gri .gov .cn) 、中佳经济信息网( http :/ / www.chinacoopg .com) 、

陕西农业网( http :/ / www.agri .sn .cn) 、深圳市农产品综合信

息网( http :/ / www. chinaapi . net) 、天津 农业 科技 信 息网

( http :/ / www.tjagri . ac . cn) 、沈阳农村经济信息网( http :/ /

www.nova .gov .cn) 、浙江省供销合作联合社信息港( http :/ /

zj coop .zj .cninfo .net) 、辽宁农业信息网( http :/ / www.in .cei .

gov .cn/ dhnyjj .htm) 等。

因特网上文献数据库每天都在不断扩充和更新 , 它们

的开发利用将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创造不可

估量的价值 , 农业科技工作者要学会使用并不断开发这些

珍贵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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