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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宁波图书馆将坚持资源整

合、技术重构、空间再造、服务精准的发展目

标，打造用户满意的智慧化、国际化的现代

图书馆。

宁波图书馆将与阿里巴巴合作，打造基

于大数据服务的智慧图书馆，借助互联网、

云计算与大数据，以馆内各项业务的运营、

管理及服务对象的数据信息为基点，打通业

务信息数据孤岛，建设“图书馆+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慧化设备”的

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借助长三角

“信用借阅”服务联盟机制，宁波图书馆将加

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利用社会信用体系，依托互联网，创新公共

图书馆服务产品，打破时间、空间局限，促进

宁波与省内外文献资源流高度共享、用户信

息流高度融合。

宁波是大运河的南部末端，也是“海上

丝路”的起点，还是唐宋时期中华文化进行

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始发地。宁波图书馆

将发挥保存文献的作用，一方面深入挖掘本

土文化资源，做好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保

护、研究、开发、利用，一方面促进宁波友好

城市图书馆的交流合作，成为国际社会了解

宁波的重要窗口。此外，宁波图书馆将加强

各类资源的整合，将阅读与旅游相结合，把

图书馆的特色服务、资源载体与旅游文化、

旅游景点相结合，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文旅融合新品牌。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宁

波图书馆始终深耕宁波地区文献收藏、知识

传播、公共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全方位、

立体化地让宁波成为有温度、有广度、有深

度的“书香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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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音乐馆活动现场

“浮光阅影”胶片摄影展

“到图书馆去 阅读市集”活动现场

公共图书馆是城市文明的标志，很多城市都将公共图书馆作为文

化地标。作为历史悠久的港口之城、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城、书香浸染的

智慧之城，浙江宁波在1927年就创建了宁波市立图书馆。90余年来，宁

波图书馆一直陪伴在爱书人、读书人的身畔。2018年 12月 28日，宁波

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成为宁波“书香之城”建设的又一崭新名片，获得

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

作为城市全民阅读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宁波图书馆在全民阅读大潮中积极探索独

具特色的阅读推广之路，积极打造“天一讲

堂”“天一展览”“天一约读”“天一音乐”等阅

读推广品牌，举办“宁波读书节”“图书馆之

夜”等具有创新精神和鲜活生命力的阅读推

广活动。

2019 年，宁波图书馆的经典阅读推广品

牌“天一讲堂”全面提升，在坚持“周周有讲

座”的基础上，全面打造焕发生机的文化品

牌，全年共举办讲座 299 场，累计举办 950 余

场，实现超过千万次传播。值得一提的是，

2019 年 4 月，随着以“文化助振兴 活动进礼

堂”为主题的宁波市品牌文化活动“相约文

化礼堂”启动，宁波图书馆联合县市区馆将

“天一讲堂”品牌讲座送入奉化、宁海、海曙、

余姚、江北、象山、鄞州等地文化礼堂，举办

讲座 200场，观众逾万人次。

作为历年宁波读书节的核心活动之一，

宁波图书馆在 2019 浙江书展现场开设“到

图书馆去！”展区，推出宁波公共图书馆图

文展，设置阅读服务推广区，推出“智能机

器人”“天一约书”等现代化智能服务，提供

宁波网络图书馆阅读卡现场免费办理服务

与丰富的互动体验活动。书展期间，浙江

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宁波市

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一行来到书香宁波馆

宁波图书馆展位，对近年来宁波图书馆为读

者提供的文创工作、信用借还、数字化建设

等特色服务予以肯定，激励甬图人不断砥砺

奋进。

2019 年“4·23 世界读书日”，宁波图书馆

推出“到图书馆去 阅读市集”品牌活动，集合

阅读文化沙龙、文化创意展位，推出阅读市集

展位 40 余个，阅读推广沙龙 30 余项，让宁波

市民通过逛市集的形式来感受不同种类的

文化创意产品，引领更多人到图书馆去。

宁波图书馆新馆开馆一周年以来，一张

纵横交错的全民阅读区块地图已悄然展开，

一幅欣欣向荣的全民阅读生态画卷已华美

铺开，让宁波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

文化的滋养，用阅读改变自己。

为更好地营造全民阅读环境、更充分地

发挥图书馆功能，宁波图书馆打造了友城书

房、古籍阅览室、创客空间、天一音乐馆、地

方文献阅览室、乔石书房 6 个专题阅读空

间。其中，友城书房定位为国际交流空间，

古籍阅览区为传统文化空间，地方文献区为

宁波文献空间，乔石书房为红色人文空间，

创客空间为科技探索空间，天一音乐馆为艺

术教育空间。

这 6 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阅读空间

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友城书房为 2019

年 宁 波 图 书 馆 联 合 宁 波 市 外 事 办 公 室 设

立的。该空间通过收藏、展阅国际友好城市

赠予的书刊和文献资料等，已成为展示和见

证宁波市对外文化交流的崭新窗口，现已收

藏 40多个友好城市的图书及纪念品共 150余

件。2015 年 7 月，宁波图书馆完成历时 3 年

的馆藏古籍及民国时期传统装帧文献的著

录、核库工作，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录入数

据 7189条，合计书籍 7.6万册。其中，有 11部

古籍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古籍阅

览室开放将近一年，已有不少读者利用书库

及阅览室的藏书进行整理研究。

宁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步于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目前已收有地方文献 4 万

余 册 ，地 方 报 刊 3000 余 种 ，各 类 珍 贵 地 方

志书 1000 余种，收藏的文献载体也由单一

印刷品转向多元化。宁波图书馆地方文献

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许多有识之士

或将收藏的地方文献捐赠给图书馆，或者

提 供 征 集 线 索 。 这 些 捐 赠 文 献 多 达 上 千

种，宁波图书馆为这些捐赠文献开辟专柜，

设立专藏室。乔石书房是宁波图书馆的特

色馆之一。该空间收藏有乔石的藏书 2.6 万

多册、音像材料 3000 多种、书画 100 余幅、照

片资料 2 万多张。如今，乔石书房有众多的

市民读者前来参观，单位团体在这里开展学

习和党员培训，在阅读书籍与欣赏艺术的同

时，逐渐了解了乔石书房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和政治素养，同时也对红色人文有了更为深

刻的解读。

创客空间引进创客的文化体系，在图书

馆开通创客空间体验点，配置各类体验设备

以及开展各类创客体验活动，让读者在图书

馆体验 3D 打印、VR虚拟现实等，以教学和现

场体验等形式获取知识。创客空间全年举办

活动20余场，让读者能够亲身体验、动手操作，

在互动交流和现场体验中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2019年，经过精心策划与调整升级，天一

音乐馆于宁波图书馆新馆开启全新音乐征程，

打造了融合“创作、分享、聆听、研讨、思考与趣

玩”等互动体验于一体的音乐空间。宁波新兴

青年（大学生）音乐基地落地天一音乐馆，包括

该项目在内的五大新青年音乐计划年度项目

暨宁波市新兴青年（大学生）音乐研创基地、

“阿卡贝拉”人声合唱青年实训营等系列展演

进行发布，致力于为宁波新青年打造一个真

正的“筑梦空间”。

不管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史传

统，还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的

现代追求，文化和旅游都是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大背景下，宁波图书馆积极拓展思路，

延伸服务内容和手段。

“图书馆+景区”的文旅融合新模式为市

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专题化、个性化阅读体

验。宁波图书馆在人文地理馆每月举行文

化和旅游相关主题书展，并推出“读行天下”

特色读书沙龙品牌和“外语角”中外文化交

流的服务平台。2019 年，人文地理馆咨询前

台共计到访国内外游客 1.4万余人次，借还图

书 5000余册次，参加活动 1万余人次。

把图书馆的文化服务网络和旅游产业

网络相结合，是宁波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另一

个方向。而“民宿+图书馆”构建了文化旅游

融合的服务网络。2016 年 10 月，宁波图书馆

在位于东钱湖风景区旁的福泉心宿建立首

家民宿流动图书馆。汇集 3000 册风俗旅行、

传统文化、休闲养生相关图书的福泉心宿墨

沏书房，被读者称为“山水之间的图书馆”。

之后，宁波图书馆又陆续与 10 余家精品酒店

和民宿合作，通过定制式服务，根据客户的

实际需求，或设立专门的书房和阅读空间，

或在酒店大堂、公共区域、客房内提供契合

民宿、酒店风格的主题图书。

以“地铁+图书馆”模式打造文化旅游融

合的服务路线。2019 年 6 月，宁波轨道交通

线 3 号线开通时，在地铁沿线和转乘站增设

了 4 台 约 书 柜 ，形 成 地 铁 里 的 书 香 网 络 。

2019 年 10 月 31 日，宁波“到图书馆去”阅读

主题地铁专列开通，专列中开辟了“天一约

书”主题车厢，并开展“盖章信用借阅柜，打

卡甬图专列”等“让阅读一直在路上”的“书

香地铁”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把阅读文化同

城市出行相结合，公共图书馆高效便捷的服

务随着地铁线的拓展不断延伸。

宁波图书馆还借助“互联网+云计算”，

收集馆内全业务的经营、管理及服务对象等

数据信息，打通所有业务的信息数据孤岛，

建设“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智慧化设备”一体化综合服务平

台。平台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实现用

户间的通信、用户与图书馆的通信、图书馆

间的通信、用户与信息资源的通信以及信息

资源间的通信。

宁波图书馆主动应对外部技术环境对

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挑战，以阿里云本地专有

云以及各类信息化基础设施为基础，以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优势为依托，利用人脸识

别技术便捷读者借阅与上机；用信用办证、

移动支付、数字资源中心等实现线上操作，

减少读者奔波；用创客体验活动吸引读者走

进馆舍；用多端数字资源发布、大数据精准

推送等全方位服务读者，使图书馆服务场所

泛在化、服务手段智能化、服务方式集成化，

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市民终身学习的温

馨家园。

此外，宁波图书馆结合本地实际，运用

“互联网+”与“物联网+”成果，对接第三方信

用平台，把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和信用体系建

设融合起来。宁波图书馆于 2017 年 11 月正

式推出“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服务，把公共

图 书 馆 的 传 统 借 阅 服 务 和 物 流 网 络 相 对

接，实现“手指点点 邮书到家”的公共文化

服务新模式。截至 2019 年底，全市“天一约

书”的信用借阅服务点近 30个。上线两年来，

图书借阅量达 23.1 万册次，覆盖 2.8 万余名

读者。

人才培养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关键因

素，科学研究是公共图书馆创新的重要保

障。特别是新馆开放后，宁波图书馆将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作为强基固本的两个抓手，

优化人才结构，提升学术能力，打造了一支

甬图生力军，服务社会。

近年来，全体馆员厚积薄发，取得了丰

硕的学术研究成果。馆员先后主持完成省

部级课题 1 项、市厅级课题 8 项，参与国家重

大社科基金项目 2个，发表学术论文 58篇，论

文数量逐年递增。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多

达 10 余部，如《宁波市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旧甬百态》等。学术专著也相继面

世，如《宁波方志文献史》是宁波方志文献研

究的代表作之一，《社区与乡村阅读推广》是

系统研究我国社区与乡村阅读推广理论和

实践范例的重要专著，并列入中国图书馆学

会的“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2019 年 5 月，

创办学术刊物《宁波文献》，以发掘、展示、整

理和研究宁波及周边地区文献遗产为立足

点，成为传承“浙东学派”和弘扬宁波文化的

重要学术平台。

宁波图书馆还全面推进研究成果的转

化，指导公共图书馆实践。宁波图书馆参与

制定了全国首个乡镇街道图书馆地方性标准

《宁波市乡镇（街道）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规

范》；参与制定《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并于2019年10月获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的制定填补了宁波市

全民阅读领域的立法空白，为宁波全民阅读

的推进和书香宁波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同时，自新馆开馆以来，宁波图书馆多

层次开展各类文献信息服务工作，为政府机

关、科研教学、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

课题检索 500 余项，解答各类文献信息咨询

1 万多条。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重点读者，

针对每位重点读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

提供专题文献信息服务。

甬城阅风雅 全民享书香

筑专题空间 藏特色资源

文旅融合的公共图书馆样本

建智慧图书馆 创泛在服务平台

注重人才培养 发挥智库参考

打造智慧化、国际化的现代图书馆

◀青 年 作 家 张 怡 微 走

进天一讲堂

▲宁波图书馆新馆外景

▲宁波图书馆

新馆服务台

“到图书馆去”阅读主题地铁专列宁波图书馆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