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读者为中心，大力培养全民阅读意识

为落实国家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决
策部署，首都图书馆努力构建标准统一、覆盖城
乡、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
络，已建立起以首都图书馆为中心馆和数据中
心、以各区图书馆为分中心、以街道乡镇图书馆
及社区（村）图书馆（室）为远程用户的北京市公
共图书馆四级联合服务网络，实现了全市各级
公共图书馆的联合检索、馆际互借、资源共享和
图书“一卡通”服务。截至2021年1月，该网络已
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联网成员馆达420家，包
括区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2家、街道（乡镇）图书
馆333家，以及社区图书馆、社会力量建设的图
书馆65家。现在，读者办理一张联合读者卡——

“一卡通”，就等于拥有了所有成员馆的服务承
诺，可以在任意一家成员馆借阅图书文献资料，
可以在线浏览众多数字资源，也可以在388家具
有通还服务的成员馆异地还书。

践行首善标准，积极打造中华文化矩阵。
公共图书馆是开展全民阅读的主阵地。为在北
京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首
都图书馆创设多项文化品牌，发挥阵地作用，引
导人民群众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
阅读能力。

创设“沟通历史 传承未来”的首图讲坛。
“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创设于2003年的大
型公益讲座平台，关注读者需求与社会热点，以
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知识普及和阅读素养提
升为主要选题领域，邀请权威学者和知名
专家开坛设讲。18年来，“首图讲坛”已培
植出“乡土课堂”“尚读沙龙”“社科讲
堂”“科普讲堂”等多个品牌，举办讲座
2000余场，“走进故宫”“北京博物馆
之旅”“阅读文学经典”“百年学脉”

“文明探源”“《论语》摭谈”等几十个
特色主题系列更是受到读者的广泛
欢迎。依靠不断深化选题策划、组织
实施和宣传推广，“首图讲
坛”在北京文化领域
具 备 了 一 定 影 响
力，成为市民开
展终身学习的

“没有围墙的大
学”。近年来，

“首图讲坛”拓
展线上活动平
台，以期突破线
下活动的时空限
制，并多维度、深
层次挖掘活动成果，
依托微信、微博、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开展优质内容推
送，并将精品讲座内容结集出版。

开展“内涵丰富 名师云集”的少儿讲堂。
首都图书馆以“在活动中学习，在参与中提高”
为理念，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少
年儿童建立了多项活动品牌，成为陪伴北京小
读者快乐成长的阅读家园。

首图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每一年都因
时制宜，精心策划组织，引导孩子们在丰富的活
动中自主萌发阅读意识，培养受益终生的读书
习惯。“北京市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已连
续举办39年，活动遍及全市16个区及燕山地

区，每年举办红领巾讲故事比赛、青少年科普剧
比赛、读书小状元评选、“我的藏书票”设计比
赛、“小小科幻家”少年科幻创作征文活动和青
少年经典导读活动等3000余场活动，满足学龄
儿童的校外阅读需求。其中创设自2017年的

“青少年经典导读活动”更以经典名著为导读内
容，创新推出“互联网+志愿服务”的推广模式，
短短几年已吸引全国范围1342所学校、6.9万
名学生加入专属平台，共计208万人次参与活
动。

组织“形式多样 雅俗共赏”的文化盛筵。
“首都市民音乐厅”是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交响乐团、首都

图书馆三家单位共同发起并承办的公共文化惠
民活动，各方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政
府+专业院团+公共文化机构”这一创新合作模
式，实现了文化搭台，企业唱戏，老百姓受益的
新模式，为全市开展的基层精品演出购买试点

工作摸索经验，提供可借鉴的推广样本。
自2016年以来，“首都市民音乐厅”以首图

剧场为阵地举办演出，吸引了中央歌剧院、中国
广播民族乐团、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经典合唱团
等多个国家顶尖艺术院团加盟，每年为市民献
上十余场丰富多彩的剧目，还为北京榜样、劳动

模范、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奋战在抗疫一线

和防疫一线的
工 作 者 们 带
来 多 场 演
出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
“首都市
民 音 乐
厅”累计
吸引超 5
万名观众
现场观看，

200 多 万 人
次观看网络直

播，2021 年将以
原创剧目献礼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华诞。
延续“影响深远 成效显著”的阅

读盛典。随着全民阅读事业的深入开
展，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体系的阅读推广
活动面临从分散到集合、线下联动线上，

融合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2016年，为通
过高质量的阅读活动和阅读资源增强人民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起“阅读北京——首
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活动依托公共图书
馆四级服务网络，由首都图书馆联合各区图书
馆组织引领广大市民参与。

“阅读北京”精心谋划全市性五大阅读系列
文化工程：全市诵读大赛、“十佳优读空间——
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馆（室）”推优活动、“阅读
之城”图书推荐活动、“阅读伴我成长”主题活
动、“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旨在实现“五个
一”的初心，即搭建一个阅读平台，推荐一批优
秀图书，组建一支基层“领读者”队伍，打造一个
阅读活动品牌，推广一批示范基层图书馆。

5年来，“阅读北京”伴随广大市民的学习
和生活，用阅读点缀城市气质，广泛汇聚阅读力
量，品牌影响力日益凸显，不断吸引着数百万市
民参与到“阅读北京”的各项活动中来，已累计
产生368名领读者、222名读书小状元，并向广
大读者推荐1000余种图书、49家身边的优质
阅读空间，还将优秀读者书评结集出版《书意心
影》等图书4种。

加强技术赋能，拓展阅读场景。“阅读北京”
打破了传统阅读活动的范式，通过搭建“阅读北
京”小程序与网络总平台，让读者集合获取精品
数字阅读资源，并能参与线上诵读、制作阅读手
帐、互荐图书等。通过一站式满足读者阅读和分

享的需求，“阅读北京”2020年共计吸引1171.6
万人次参与活动。

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
“中华民族的基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为了让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活起来，首都图
书馆在坚持做好古籍文献、北京地方文献收藏
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数字化、信息化
技术赋能，自主开发建成“北京记忆”和“首都图
书馆馆藏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特色数据库，
以期让读者亲近传统典籍，坚定文化自信。

“北京记忆”依托首图100多年来丰富的北
京地方文献专藏，收录经典北京地方文献图书
1200种、金石拓片3300幅、明清及民国时期舆
图600余种、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北京
老报纸、北京历史照片2000余幅、始自1914年
的北京地方政务公报、旧京老戏单747幅等。该
网站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保护北京文献，使这
些珍贵文献能够为广大公众所利用。为展现京
味文化的独有魅力，“北京记忆”从古都文化、胡
同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四个方面开设特色
专题展览，如“北京老城门”“北京老车站”“京华
文脉”“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中轴线”等。“北
京记忆”开创了一种集保护、开发、利用文献资
源为一体的全新模式，从整体上呈现和沟通“老
北京”的历史魅力与“新北京”的精神风貌，构建
数字化的北京记忆，让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
此走近寻常百姓，走向广阔世界。

“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
共收录148种珍贵古籍和馆藏特色文献，免费
提供给公众阅览。同时依托馆藏资源，策划展出
的“梦回临川四百年——汤显祖戏曲文献展”

“日下旧梓——古代北京的书籍刊印”“千载诗
韵 百年才情——历代名媛佳作展”“中国古代
小说大观展”“红楼梦影”等特色主题展览，让更
多读者走近珍贵古籍，感知传统文化。

聚焦首都战略定位，
着力提升时代发展品质

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日益
深入人心，从政府到百姓，脚踏实地，凝聚共
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城市副中
心、筹备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任务清
单，既是北京发展的契机，也是关系国家发展
全局的大事。

首图携手京津冀三地四馆签订《京津冀图
书馆合作协议》，深入推进三地文化互联与合
作。京津冀图书馆联盟以精品文化项目巡回展

示、图书馆专业指导培训等方式，统筹和扶持
三地市区级图书馆对口合作服务与协同发展。
近年来，联合举办的“让京津冀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京津冀文献资源选题、编纂、出
版、购藏、保护与利用主题论坛”、新思路·
心纽带——“一带一路”主题展、册府千华
珍本撷英——京津冀珍贵古籍书影展、《百名
摄影师聚焦脱贫攻坚》精选图片展等一系列文
化活动，持续推动三地四馆的资源共建、文化
互助、读者交流。

为发挥公共图书馆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
的作用，首图自2016年开始实施“一带一路
图书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每年从北京友城
选取四个国家开展交流活动，以互设读书专
区、互办学术讲座、互递文献资料、互动学术
交流、互派馆员访问为原则，新建“阅读北
京”图书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开拓多样的合作
交流工作，促进国家间民众的文化交流，让图
书馆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辐射源。目前已与以
色列拜阿雷拉图书馆、丹麦哥本哈根中心图书
馆、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
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赫尔辛基新
中央图书馆等12家签署合作协议，并在其中
10家图书馆建立了图书专区且定期轮换，累
计捐赠4000多册图书。

创新服务方式，不断促进阅读转型发展

首都图书馆加强新技术应用，提升数字化
服务能力，满足不同终端、不同人群的实际需
求。在“十三五”期间，首都图书馆统筹数字
资源，开辟线上渠道，多项品牌活动“触网”

“上云”，数字服务效能得到突破性提升。
2020年因疫情寻求转变突破，首图统筹全市
公共图书馆资源，开展全方位的线上服务，带
领全市公共图书馆打造了“云中图书馆”，全
年举办线上读者活动7373场，约4500万人次
参与。其中，“首图讲坛”推出“诗经里的
花”“阅读文学经典”“世界文明巡礼”“走近
清朝皇室”等系列直播活动47场，累计点击
量达3000多万次；面向少儿读者推出“婴幼
儿神奇故事会”“唱诵国学经典线上成果展
示”“春明学堂——跟着课本游北京”等活
动，服务读者总量超百万人次。

加强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促进图书馆数字
服务手段升级换代，提高服务便捷性。首图与
支付宝App联合，在“阅读北京”小程序中
推出“二维码读者证”，读者凭此二维码可使
用自助设备借还图书，登陆首都图书馆和各区
图书馆网站、App和微信服务号平台，检索
利用电子图书、电子报刊、多媒体等各类数字
文献，满足科学研究、信息查询、考试学习、
休闲阅读等多种需求。首图开通图书预约外借
服务，便捷读者无须预约进馆即可借阅纸质图
书。86个外购和自建数据库资源涵盖数字阅
读、有声阅读，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读
者的全方位需求，截至2020年12月底，各类
型数字资源总使用量为3931.6万次。

以新馆为契机，
积极谋划“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2023 年，首都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
际，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起步区的

“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将正式开放。新馆总占
地面积6.95公顷，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设
计的整体造型是在图书馆内部塑造两组连绵的
书山，创造出内外交融、相互渗透的景观，屋
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银杏树叶，利用树状建筑
结构，营造了一个“临山间、于树下、勤阅
览”的阅读空间。全新的“城市副中心图书
馆”将秉持“亲民、特色、智慧”功能理念，
建设一座面向未来的图书馆。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再次强调“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全
民阅读”。为全面推进书香北京建设，落实
《北京全民阅读发展规划（2021-2025）》文
件精神，打造公共阅读服务平台，首都图书
馆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读者至上”的服
务理念，不断创新阅读服务体制机制，扎实
推进转型升级，促进全民阅读从“活动层
面”向“工程、事业”转化，从“浅层设
置”向“科学规划”转化，从“模糊定性”
向“科学评价”转化，从“政府主导”向

“全民参与”转化，推动北京成为引领全国、
享誉世界的“阅读典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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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记忆北京记忆

首图少儿活动首图少儿活动

助推书香北京建设助推书香北京建设 筑造阅读典范之城筑造阅读典范之城
“十三五”时期是首都北京发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在为
“十四五”的谋篇布局蓄力。在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的引领下，北京市的
公共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回首过往
五年，首都图书馆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也备受瞩目。

首都图书馆历经百年，始终以传播知
识、启发民智为己任，从北京城南陋巷里
走出，发展成为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省
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北京市属公共图书馆
的中心馆和龙头馆，首都图书馆现有总建
筑面积 9.4 万平方米，具备 2 万人次的日
接待能力，拥有 925 万册/件馆藏资源，
691.7TB 数字资源，全年 365 天开馆，为
社会大众提供文献借阅、信息咨询、讲座
论坛、展览交流、文化休闲等全方位、多
层次、全媒体的文化信息服务，是北京市
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精神文明建设基
地。

首图讲坛首图讲坛

首都市民音乐厅首都市民音乐厅

阅读北京阅读北京

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库

丹麦哥本哈根中心图书馆的丹麦哥本哈根中心图书馆的““阅读阅读
北京北京””专区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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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AA座座

首都图书馆首都图书馆BB座座

城市副中心图书馆效果图城市副中心图书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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