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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阅读到数字化阅读，高唐县——

一座图书馆 滋养一座城

2022年

市民在高唐县图书馆下载免费电子图书

高唐县新建46个农家书屋

争取到223个书架、近万册图书

新增15个农家书屋藏书量达标村

投资38万元购买图书 充实基础薄弱的农家书屋

开展农家书屋阅读活动近900场

今年以来截至8月底

高唐县共开展“田园音乐会”240场

“田园夜读”系列阅读活动63场次

林荫书画展13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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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是“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乘着时代
的东风，如何发挥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优
势，更有效地推进全民阅读；如何提升文
化服务水平，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一直
是高唐县文化和旅游局与高唐县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思考的问题。

图书馆越来越智慧

图书馆是数字技术的积极倡导者，
也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9月16日，在高
唐县文化和旅游局“政府开放月”活动
中，高唐县文化和旅游局以服务大局、服
务群众为目标，积极推进开放式政府治
理，围绕高唐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重
要决策部署，邀请高唐县政协委员、文艺
协会会员、群众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到
高唐县图书馆现场观摩了解图书馆线上
线下图书借阅流程，感受数字化图书馆
服务的强大动力。

“用身份证在自助办证机上按流程
操作，不超过10秒钟就能取到读者证，我
们读者借书确实方便了不少。”9月16日，
市民王剑体验借书流程后表示，“如今的
图书馆一年一个样，和十几年前相比，有
很大的变化。借书、还书，甚至读报都是
线上操作，手指一点，就能享受海量图书
资源。”

图书馆越来越智慧，读者就会越来
越方便。为了加强图书馆的适老化建
设，高唐县图书馆开始从细节抓起。“有
些老人比较喜欢读报，我们在阅览室安
装了电子阅报机，老人可以自主选择喜
欢的报纸，页面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切
实方便了老人。”9月24日，高唐县图书馆
馆长田可青表示。

每天读报是80多岁的高唐市民周庆
红感觉最幸福的事。几乎每天都能在高
唐县图书馆看到他的身影，他在图书馆
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和聊城本地的民
生新闻，现如今他更喜欢在电子阅读机
上阅览报纸。在数字化赋能下，周庆红
觉得自己越来越时尚了。

电子图书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
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年轻读者阅读的一
种新选择。在高唐县图书馆阅览室，一

台立式触屏机器备受年轻人的追捧。“滑
动页面，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然后打开
手机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轻松免费
下载电子图书，在这里人人都可以下载

喜欢的电子图书。”读者陈磊说，“电子阅
读更加适合碎片化阅读，午饭时间或者
短暂的休息时间，都可以用精神食粮来
充盈自己。”除此之外，高唐县图书馆为

读者提供免费的网络服务，读者在电子
阅览室里可查阅馆藏电子图书、视频资
源、地方特色数据库数据等。

不断拓宽文化服务边界

高唐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成为市
民汲取“精神之钙”的重要平台。在高唐
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主页，点击“服务”
菜单，在“在线平台”子菜单中，云图数字
有声图书馆、一网读尽、超星党建云平台
等内容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的数字内容
通过图书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向读者免费开放。市民可以通过移
动终端，随时随地收看讲座、参与培训、
参观展览。

此外，高唐县图书馆还定期安排
图书流动车进行图书调配，实现与镇
街 图 书 馆 分 馆 的 互 联 互 通 、通 借 通
还。高唐县图书馆与高唐县新华书店
开展了“你选书、我买单”活动，让新华
书店的图书流通到图书馆。同时，图书
馆在新华书店设立图书借阅点，实现互
联互通；将约读书房、茉莉书舍2个城市
书房纳入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实现通
借通还。

2005 年，高唐县图书馆被国家文旅
部评为二级图书馆，现有藏书26.3146万
册，年文献外借图书6.4362万册，持证读
者有 3 万余人，年接待读者超 9.2 万人
次。

在互联网空间的文化影响下，高唐
县图书馆文化服务功能不断拓展，这是
高唐县文化和旅游局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提升文化供给质量的生动缩影。

“2022年，高唐县新建46个农家书屋，争
取到223个书架、近万册图书，新增15个
农家书屋藏书量达标村。投资38万元购
买图书，充实基础薄弱的农家书屋。开
展农家书屋阅读活动近900场，创新开展

‘田园欢乐汇’活动，通过举办田园音乐
会、林荫书画展、农家书屋夜读等活动，
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在高唐县文化和
旅游局“政府开放月”座谈会上，高唐县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范志秀介绍，今年以
来截至8月底，全县共开展“田园音乐会”
240 场、“田园夜读”系列阅读活动 63 场
次、林荫书画展13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