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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新讯 
2025 年第 6 期（总第 87 期），2025 年 4 月 1 日 

 

【两会图书馆之声】 

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各界代表就不同领域的焦点问题发出相关的声音，共同商讨国

策。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通过多种创

新服务形式积极支持代表委员履职，图书馆界代表也积极在两会发声，共同商讨解决相关领

域关键问题的对策，这对于图书馆开展服务创新以及确定未来战略重点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会现场图书馆服务  

1、专题信息汇编与智库支持 

 唐山市图书馆：编制《唐山市“两会”信息服务指南》等 13 个主题资料，涵盖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文化赋能等热点，并提供“2025 唐山两会知识服务平台”，整合人大、政协、

党政等数据库资源。 

 福建省图书馆：聚焦科技创新、低空经济、县域文旅等 15 个主题，发布《福建决策信息

参考•两会特刊》，并通过嵌入人大、政协云平台提供云端服务。 

 济南市图书馆：针对提振消费、黄河战略等六大专题编制信息汇编，采用“摘要+全文二

维码”形式提供精准服务。 

2、数字化服务与智慧阅读 

 龙泉市图书馆：推广“移动图书馆”“超星读书”等数字资源平台，满足代表委员的数字

化阅读需求，并提供电子期刊和听书资源。 

 济南市图书馆：推出“NFC 碰一下”古籍鉴赏卡，通过“泉民悦读”小程序实现古籍资

源数字化共享，并发放“济图云赏”数字阅读卡，打破馆际资源壁垒。 

 福建省图书馆：开放 103 个数据库（总量超 300TB），支持社保卡免押金借阅，并嵌入闽

政通 APP 提供一站式服务。 

3、文化融合与地域特色推广 

 龙泉市图书馆：打造文创展示区，推出以青瓷和“两房”文化为灵感的文创产品，如书

签、笔记本等，结合地方特色吸引代表委员关注。 

 福建省图书馆：赠送民国藏书章元素书签，并推介《闽图大学堂》文化宣传折页，增强

福建文化记忆的传播。 

 清远市图书馆：聚焦农文康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编制 212 万字的专题资料，涵盖政策解

读与案例研究。 

 湖南省图书馆在两会期间展示《湖南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题跋》，并通过数字资源

服务支持代表履职，间接呼应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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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便民服务与空间创新 

 合阳县图书馆：在两会驻地设立服务点，提供歌德电子阅读机、免押金办证、免费打印

等服务，服务 400 余人次。 

 福建省图书馆：在代表驻地打造“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空间”，集阅览、文印、讨论于一体，

并首次推出文旅融合共享阅读空间。 

 清远市图书馆：在两会现场为英德市人大代表快速调借地方文献《福地清远》，展现高效

响应能力。 

小结：两会现场不同的图书馆通过提供资源与服务，在帮助当地代表及时查阅材料进行

建言献策的同时，展现地方特色。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服务于学校代表在两会积极建言献

策也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但目前这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深化全民阅读 

1、 在阅读中丰富联想、引发思考、感受愉悦 

黄志坚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我们要持续做好深化全民阅读工作，推出更多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像中国出

版集团“大学生阅读分享”这样的读书活动，让大众“看屏与读书”并重，通过读书、读好

书，在阅读中产生丰富联想、引发深度思考、感受精神愉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两

个文明”协调发展。 

2、制定长期阅读促进计划、营造书香氛围 

辛广伟 

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推进全民阅读一是要有顶层设计，成立全国性的全民阅读促进机构负责规划统筹与组织

领导。要制定长期的国家国民阅读规划，持之以恒加以推动。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参

与推动，带头做读书、爱书、荐书的模范。三是文化、体育、科技等各类名人要带头做阅读

模范。四是家长要读书，要对孩子言传身教。五是要改变有些学生只读考试用书的功利性阅

读状况，培养青少年养成真正的阅读习惯，依自己的兴趣阅读、自觉阅读。六是要加大对经

济不发达地区的文化扶持力度，让那些没有阅读条件的人有书读。七是推动数字阅读和传统

阅读相结合，通过创新方式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书香氛围。 

3、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就要建好用好社区图书馆 

李翠利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李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微光书苑创办人 

想要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就要建好用好社区图书馆。一是要选好管理员，一个有

阅读情怀和活动组织能力的管理员是一个社区图书馆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其次是持续不断

地开展活动，全民阅读的推广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场活动或几场活动就能完成

的，像我们的微光书苑坚持每年不少于 40 场次的活动开展，这样才能产生持续不断的文化

影响和滋润。长期不懈、久久为功，我们要共同努力让全民阅读逐步推进，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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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深化全民阅读不仅是图书馆界一直以来都在贯彻执行的重要事项，更是国家战略

层面的重要内容，两会期间对于深化全民阅读的提案与建议较多，之于高校图书馆，提高学

生阅读素养、营造阅读氛围、提高阅读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我们主要考虑的内容。 

 高校学科发展与图书馆作为 

稳妥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扩容，通过学科优化和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尤其

加强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 

深化高校改革，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学科与传统学科交叉融合，

服务地方产业需求。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 高新波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建议构建国家级学科布局智能决策平台，定期发布《国家战略

重点学科发展指引》，优先布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推行学科目录动态备案制。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 杨贤金 

建议扩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鼓励前沿交叉学科设置，创新学科组织模式以提升

融合度。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杨丹 

2025 年全国两会期间，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议题，相关提案

与建议主要围绕着“双一流”扩容、学科动态调整、交叉学科布局、学科设置自主权四个方

面展开，这些主题所反应出的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在于： 

 回应“双一流”扩容，加强高校学科建设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需求为导向，实现学科设置的智能化、动态化调整 

 加强前沿学科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以及各类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鼓励高校因地制宜按需开展学科调整，扩大自主权 

图书馆作为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主体，回应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可能的作为包括： 

 建立动态资源保障机制：定期与院系沟通，跟踪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碳中和等新

兴学科的资源缺口。 

 建设交叉学科资源库：整合“智能+”“双碳+”等跨学科资源，构建专题数据库。 

 完善特色学科定向支持机制：与企业、院系、科研机构深度合作，针对特色学科提

供定向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 

 跨学科协同服务：成立跨学科馆员小组，为交叉团队提供文献聚类分析、多学科资

源整合服务。 

 优化学习空间：建设“未来学习中心”，融合虚拟现实、数字导航技术，提升学生互

动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