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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馆工作 

1.馆舍环境建设 

积极筹划，图书馆按计划顺利开放。完成了图书馆 1-3 层的对外

开放，基本满足了校区师生的图书阅览和学习空间需求。在开放前，

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坚决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准备各

种应急方案，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安保、消防演练；完成馆内自助图书

借还机、馆员工作站、图书查询机等各类设备的调试；妥善制定开馆

时间，完善图书分区方案，明晰馆内各类功能分区的标识导引，细致

规划馆内环境绿化，做好馆员培训和读者入馆教育工作。目前，图书

馆已开放各类阅览区 7 个，自习室 2 个（包括 1 个考研专用自习室），

自助研修间 18 个，电子阅览室 1 间，各种阅览座位共 1800 多个。 

运行效果良好。自 5 月 7 日开馆以来，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达 105

小时（除法定节假日外），已接待到馆读者 15.5 万人次，图书借阅

9706 册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2%）；研修间开放 2 个月以来，已

有 1325 人次预约使用，使用时长达 3348 小时；自助文印服务系统

11 月 18 日启动以来，已使用 4700 人次，打印（含复印、扫描）5.3

万页，读者自助消费 5304 元。（统计时间截止 12.24） 

2 馆藏资源建设 

有计划地推进纸质资源建设。制定馆藏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步骤、



有计划地完善基本馆藏。本年度新购图书 1.6万册（生均新书 4.3册），

接受捐赠图书 742 册，共享使用图书 19.8 万册。馆藏图书总量达 21

万册，期刊 323 种。 

继续完善共建共享的电子资源文献保障体系。在继续保障已有电

子资源的续订外，为校区师生开通了“笔杆网”、“万得金融”、EPS、

中国微观经济数据库、重庆维普数据库、全球学术快报等 13 个电子

资源数据库的试用；同时，还特别注重电子资源的使用评估，对校区

订购的 8 种主要电子资源做了绩效分析，为后期电子资源的续订提供

决策依据。 

特色馆藏建设。利用已有的机构知识库平台（IR），建设了“校区

学位论文服务系统”，系统已收录校区首届毕业生论文 434 篇，并提

供在线提交、检索、浏览、下载服务。同时，还建设了学位论文特藏

库，收录学位论文纸质版。 

3.服务能力建设 

拓宽服务场景。在充分调研国内外图书馆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积

极开拓服务内容，建设了 18 间自助研修间，为读者个性化需求提供

服务；建设了自助文印系统，解决读者在校内的打印、复印、扫描等

需求，得到师生好评；收集课程信息、挖掘图书馆藏，利用 OPAC 为

读者查找所需课程的教材教参提供方便。 

特殊时期特殊服务。疫情期间，为保障线上教学需求，整合了图

书馆的电子图书资源以及部分出版社、数据库商的免费电子教材教参

数据，并通过校区公众号发布，有效解决师生线上授课所需的专业书；



调整传统选书模式，将线下采选为主调整为线上选书，组织师生参加

全国性线上图书采购会两次，共选图书，共建馆藏。 

积极利用自媒体，创新服务模式。开通了“中石大克校区图书馆”

公众号，定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和电子资源使用推荐，组织了多次读

书心得、打卡抽奖、“读书月”、图书馆摄影比赛等活动，激发读者阅

读分享与交流的积极性；完善移动图书馆 APP 建设，适应读者的移动

服务习惯；为提高校区师生获取文献信息的效率，建立了面对校区师

生的“文献服务群”，及时、快速地为师生提供所需的图书、论文等

文献，入群师生已有 300 多人，每日提供文献数十篇。 

4 馆员队伍建设 

鼓励馆员参加学术交流和业务培训，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2020

年组织馆员参加业界相关会议、培训 4 人次。 

举办高科大学联盟图书馆第十七次工作会议，与多所联盟高校的

图书馆馆长及委员进行交流和探索，提升馆员队伍业务能力。同时，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拓宽图书馆规划建设思路，提升校区影响力和

知名度。 

对外包服务馆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基本业务素质，有针对性

地编写馆员基础业务能力培训讲义，使外包馆员队伍成为图书馆业务

的基本辅助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