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驿站

一卡通北京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首都样本”

作为北京市属公共图书馆中心

馆和龙头馆， 首都图书馆探索公共

文化服务新思路、新形式，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

指导，以“标准化、统一化、便捷化”

为宗旨， 推进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建设。 建设覆盖全市的图书

馆（室），推动“阅读北京———首都市

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 等全市性阅

读推广活动，坚持打造多层次、跨领

域的公共文化服务“首都样本”。

2022 年， 北京市四级公共图书

馆（室）总数达到 6135 家，基本形成

了以首都图书馆为中心馆， 各区图

书馆为总馆，街道、乡镇图书馆为分

馆，社区、村图书室为基层服务点的

总分馆制服务体系。

在文化资源的覆盖上， 首都图

书馆主导实施基层图书服务资源配

送机制，将市、区两级文化资源输送

到基层， 实现全区域文化资源的有

序流转。 目前，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覆盖全部市、区、街道、乡

镇图书馆和部分社区、村图书室，实

现文献资源联采统编、书目信息联合

检索、图书通借通还、数字资源共享，

让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覆盖全市。

首都图书馆还为市民提供更多

文化服务。 例如，以“沟通历史、传

承未来” 为目标创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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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之旅”“阅读文学经典”

等特色主题系列受到读者广泛欢

迎，成为市民开展终身学习的“没有

围墙的大学”。

掌上阅古今

搭建数字文化服务主阵地

从图书馆服务台前长长的借阅

队伍，到网借配送、送书到家，首都

图书馆紧跟时代步伐， 提升数字化

服务水平， 在云端搭起传递文化自

信的新阵地，实现了“掌上阅古今”。

首都图书馆整合数字资源，开

辟线上渠道，与支付宝 APP 联合，在

“阅读北京” 支付宝小程序中推出

“二维码读者证”； 读者登陆首都图

书馆和各区图书馆网站、 首都图书

馆客户端和微信服务号平台， 可以

检索利用电子图书、电子报刊、多媒

体等各类数字文献； 通过图书预约

外借服务，读者无需到馆即可借阅纸

质图书。 2020 年以来，首都图书馆带

领全市公共图书馆以“云中图书馆”

形式打造立体的资源、服务、活动、传

播矩阵，共举办线上读者活动 1.5 万

余场，超 7000 万人次参与。

对古籍文献、 北京地方文献，首

都图书馆也同步进行数字化、信息化

技术赋能，自主开发建成“北京记忆”

和“首都图书馆古籍珍善本图像数据

库”等特色数据库，方便更多人亲近

传统典籍。“首都图书馆古籍珍善本

图像数据库”免费供公众阅览，目前

收录 148 种珍稀善本，均为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后续

还将陆续增加新的数字化成果。

北京地方文献图书是首都图书

馆的特色。 据统计，“北京记忆”特色

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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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戏单 747 幅

等，开创了集保护、开发、利用文献资

源为一体的全新模式。数字化拉近了

北京地方文献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

得以一窥北京这座古城的历史风貌

与灿烂文化。

跨空间联动

探索文化资源共享新模式

首都图书馆将“共享”理念深深

融入公共文化服务。

2015 年 11 月，首都图书馆、天津

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在石家庄签署

合作协议，正式成立京津冀图书馆联

盟，制定《京津冀图书馆联盟章程》，

发布《京津冀图书馆联盟“十四五”发

展规划》， 推动三地公共图书馆深度

合作与资源共享，促进图书馆事业协

同发展。

公共图书馆是中外文化交流的

重要平台。 首都图书馆自 2016 年开

始实施“‘一带一路’图书馆国际合作

交流项目”， 每年从海外北京友城中

选取 4 个国家的图书馆开展交流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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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与丹麦哥本哈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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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家海外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

“走出去”的同时，首都图书馆也

积极“引进来”。通过搭建文化展览展

示舞台，首都图书馆策划举办了“拉

美艺术季”“伊朗文化周”等异域风情

展，为市民提供不一样的图书馆文化

体验。

预计今年年底， 北京城市图书馆

将竣工， 这座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首都图书馆分馆将为北京增添一处文

化新地标。首都图书馆将继续加强“云

阵地”建设，优化文化培育力，为数字

阅读和数字文化探寻新的发展动能；

把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

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打造适应读者需

求、融入百姓生活的特色阅读空间；丰

富文化内容供给，搭建以文会人、以书

交友、以阅聚人的平台，助力全民阅读

服务体系和书香北京的构建。

（魏昕悦 张桂贵）

（本文配图均由首都图书馆提供）

2023 年 10 月 21 日，首都图书馆迎来 110 岁生日。 从北京城南的一座小图书馆，到全国

领先、世界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用一百余年

的时光，执着地建造着“精神粮仓”。

行走百余年，首都图书馆已经成为北京市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精神文明建设基地，更

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和“书香北京”的主阵地之一。 据统计，首都图书馆现拥有 941.7 万

册 / 件馆藏资源，630.91TB 数字资源，全年免费开放，为社会公众提供文献借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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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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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百年首图“精神粮仓”

一场古筝公益教学沙龙

在杭州举办

日前，由莲影教育主办的“古筝公益教

学沙龙”在杭州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由浙江

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莲影教育创始人妙

出老师担任主讲，为古筝爱好者们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公益教学。 在本次沙龙活动

中，妙出老师首先介绍了古筝的历史和基本

构造，为学员们普及了古筝的基础知识。 随

后， 她详细讲解了古筝的演奏技巧和方法，

包括指法、坐姿、调音等方面的内容。 在妙出

老师的指导下， 学员们纷纷尝试演奏古筝，

亲身体验这一传统乐器的魅力。

本次沙龙吸引了近 50 名古筝爱好者参

加，他们在妙出老师的指导下，共同探讨了

古筝演奏的技巧和心得。 活动持续了近三个

小时，学员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对古筝的

了解和演奏技巧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据悉， 本次活动旨在让古筝爱好者收

获知识和技能 ， 更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传统文化，为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贡献力量。 （王蒙）

高唯菥发布新歌《东北情》

再创音乐高峰

近日，知名音乐人高唯菥正式推出其最

新力作《东北情》，这首歌凭借其独特的音乐

风格和深入人心的歌词，迅速在各大音乐平

台上引发热议。

据了解， 高唯菥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

主修音乐表演专业， 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

凭借《十二生肖》《月河》《我们这样的人》等音

乐单曲，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他的音乐作

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关注， 歌词深情动

人，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次发布的新歌《东北情》以东北地区

的风土人情为主题，通过高唯菥独特的音乐

风格和深情的演唱，向听众展现了一个真实

而又充满情感的东北世界。 歌词中融入了浓

厚的东北风情，描绘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喜怒

哀乐，以及对生活的深深热爱。

据悉，随着《东北情》的发布，高唯菥的

音乐事业将再次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他的才

华和努力已经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和支

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用他的

音乐才华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王俊)

读者在首都图书馆读报。

首都图书馆 A 座外景。

开通手机借阅功能，可实现无卡借阅。

首都图书馆 A 座历史文献阅览室。

拉萨：

观非遗展示展演

品传统文化魅力

10 月 27 日，“桑珠孜有礼·桑珠孜非

遗走进拉萨展示展演活动”在拉萨吉本岗

艺术中心举办，活动旨在弘扬日喀则市桑

珠孜区的非遗艺术文化，让市民和游客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

图为演员在活动现场表演舞蹈。

丁增尼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