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新西部·　　　　 ·2023年第9期

（四）丰富的馆藏资源储备

创建于1957年的宝鸡市图书馆，经过数代图书馆人

的不懈努力和积累，现拥有2.8万平方米的馆舍，功能

较齐全的服务设施设备；馆藏90多万册的图书文献（含

电子文献），涵盖图书馆学22个学科门类，有反映宝鸡

历史文化的地方文献7000多册，馆藏古籍1.2万册，年

代最早的古籍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成书于明嘉靖

年间的《史记钞》，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

录》，[3]这些是做好推荐栏目的物质基础。

目前存在的问题

1、相当多的读者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

范畴不了解，认知模糊。

2、市民对宝鸡厚重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

文化了解不全面，阅读碎片化倾向严重，缺乏系统性的

阅读文献和宣传平台。

3、馆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文献没有集中整理

推荐，未形成读者主题检索。

4、馆藏宝鸡地方文献、古籍文献使用率不高，宣传

力度不够。

5、公共图书馆侧重于人文学科类图书的购买，科技

类图书的藏书规模小，利用率较低。馆藏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科技类图书文献潜力急需发掘。

主要作法

（一）整理推荐方向与目标

宝鸡市图书馆本着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及国

家科学技术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评出的中国的各

类世界级文化遗产入手，挑选不为读者熟知但极能代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编撰研究资料，推荐馆藏相

关文献，力求思想性、学术性、群众性相统一。读者群

众通过阅读推荐资料和馆藏图书，了解党和政府关于优

秀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熟悉中华传统文化，认知具体

化、精准化。

（二）推荐流程

宝鸡市图书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科

学架构，规划出数十个分主题，每个分主题又分解出若

干个子主题，每一个子主题独立成篇，构成一期栏目的

中心内容。栏目版面参照板报形式，有刊头插图、有摘

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有推荐图书内容简介。

每周在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发布一到两期，读者

选中的图书可在线下借阅。[4]

为拓宽延伸主题，满足读者的求知需求，我们还在

每期栏目中开设“文史地之窗”“科技与文明”“史海

钩沉”等小专栏。

（三）创新措施

1、把握好政策理论导向

找准学习路径，对接国家和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

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市委宣传部学习强

国平台等网站及《宝鸡社会科学》，汲取文史知识和学

科前沿理论成果，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栏目向纵深推进。

2、服务国家科技改革大局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通 过 了 国 家 机 构 改 革 方

案，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重组国家科学技术部。为应对

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遏制西方国家打压，党中央决定

对科学技术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把科技

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为积极响应党中

央的重大部署，从2023年3月起，栏目侧重于馆藏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科技类图书推荐，做好面向读者的科普工

作。

3、展现优秀的乡土文化

在分主题中安排一定的比例，宣介本土优秀传统文

化，搜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宝鸡文化元素，让读者群众

更好地了解宝鸡，增强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

完成的重点工作

从2021年11月至今，宝鸡市图书馆共举办推荐栏目

100多期，编纂推荐文章100多篇，累计18万多字，荐书

3000多册，插图近千幅，线上阅览的读者达2万余人次。

以下为已举办的部分分主题。

1、论述文化、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宝鸡优秀

传统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2、独具匠心的中国古建筑。分为民居、宫殿、坛庙

建筑、宗教建筑等8个子主题。

3 、 巍 立 华 夏 大 地 的 5 6 处 世 界 遗 产 。 共 1 4 个 子 主

题，分为概念介绍、习近平总书记与福建土楼申报世界

遗产，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等12处世界文化遗

产。

4、独具中华风情的春节民俗。分别介绍土家族人过

赶年、藏历年春节习俗、帕米尔高原人的春节等8个子主

题。

5、南腔北调——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共10个子

主题，分别介绍中华五大语系、神奇的裕固语、藏族语

言文字、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及赵元任、侯宝林、叶

圣陶、赵树理等语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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