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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图书馆】

提升标准化公共服务水平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成都图书馆携手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成功打造

“成都标准化公共服务”讲座系列

“锦城讲堂”是成都图书馆服务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有

特色，并具有显著成效的品牌服务活动。从 2004 年开始邀

请名人名家及社会知名学者前来开设讲座，至今已经举办 14

年，举办各类讲座 20 余个系列 1000 余期，累计接待听众 30

余万人次。锦城讲堂，满足了不同层次听众群体的精神需求，

受到社会认可和市民热捧，成为成都市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

的文化盛筵和知名文化品牌。

2018 年，围绕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加

快推动文化融合、创新发展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自身资源、

技术、平台优势，进一步创新文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成都

图书馆讲座宣传部联合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推出“成

都标准化公共服务” 讲座系列，全力打造标准化文化公共

服务品牌。全市标准化文化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衡，质量持

续提升，市民群众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有听众听

完讲座后，给我们送来锦旗，上书“标准服务大众，知识普

惠百姓” 以示感谢。全年举办 12 期，讲座场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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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讲的热情高涨，听众听的仔细认真，台上台下互动频频，

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突出品牌策划，强化内部创新

按照标准+文化共享融合的思路，成都图书馆与成都市

标准化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标准化文化

公共服务品牌。双方开放各自数据接口，充分整合成都图书

馆和成都市标院的数据服务资源，互建分馆，充分实现资源

共享，扩大知名度。

截至目前，已开展系列讲座活动 12 期，内容涉及各行

业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既包含衣食住行相关的“食

品标签”、“家用电器”、“皮革制品”、“家具用材”、

“贵金属、珠宝玉石”等。同时，也包含专业性较强适合相

关领域从业者学习的“标准与专利”内容，听众近千余人，

基本实现了市民群众对标准化公共服务由被动接受向主动

需要的转变。

二、突出品牌宣传，优化服务过程

活动开展前，成都图书馆与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开

展宣传，在我馆网站、标准查询平台及成都市标院官网及展

板进行讲座预告，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及微信群发预告的

方式展开具有亲和力的舆论造势。

在活动进行中，通过讲授、问答、互动、实际操作相结

合的方式，打造最佳讲座效果。活动结束后，在会场设立咨

询台，向广大市民详细讲解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标准及

相关知识并现场接受咨询，发放与市标院联合印制的科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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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标准小达人》及涵盖食品、健康、安全内容的标准宣传

册。通过咨询环节，使活动传播的标准化知识得到更加充分

的运用，进而融入生活变成市民群众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三、突显活动成效，打造品牌讲座

通过讲座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认识标准、

使用标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标准服务带给他们的便利与实

惠。并且使公众在衣食住行相关领域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得

到提升和增强，了解了如何合理选择产品及维护自身的权益。

同时成图通过讲座活动的举办，更深入地了解把握了居民群

众在生活、工作领域的标准化需求。 围绕这些需求，下一

步我们将与成都市标院持续推出内容覆盖范围更广、公众参

与形式更多元的标准化公共服务讲座，双方进一步合作，发

挥各自优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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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共图书馆办证量统计
（2015 年 7 月—2018 年 11 月）

区域 图书馆名称
累计注

册量

有效读

者量

新增办

证量
退证量

净增长

量
备注

中心

城区

成都图书馆 226711 168837 113906 28750 85156

成华区 66648 50867 29970 4951 25019

武侯区 39396 34556 30337 1814 28523

青羊区 38842 32081 24651 4905 19746

锦江区 42967 31048 21188 3948 17240

金牛区 23522 23216 16804 2153 14651

高新区 52761 27372 9602 2121 7481

郫都区 34988 31866 29099 2879 26220

双流区 62016 49524 38055 9386 28669

温江区 38211 34255 20453 3250 17203

新都区 57355 48080 42000 5954 36046

龙泉驿区 32534 24986 14334 2857 11477

青白江区 22467 17735 13679 4203 9476

非中心

城区

崇州市 16289 15092 11840 1804 10036

大邑县 5634 5296 5085 344 4741

都江堰市 22354 17395 11389 2410 8979

金堂县 10364 10359 9770 3 9767

彭州市 18085 15005 11150 1989 9161

蒲江县 4060 4060 2747 4 2743

邛崃市 84928 82892 15487 585 14902

新津县 13605 11833 6062 1741 4321

简阳市 53859 40203 9354 1808 7546

简阳从

2017年8

月 10 日

开始接

入全市

通借通

还

合计 967596 776558 486962 87859 399103

较上月

净增长

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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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

“锦城西韵·青羊文艺讲堂”
解读青羊历史建筑中的家国情怀

10 月 31 日下午两点，第十四期“锦城西韵·青羊文艺

大讲堂”在汪家拐街道管辖范围内的 you73 举行。本期邀请

到了钟永平先生为我们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青羊历

史建筑中的家国情怀，带我们领略老成都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钟永平先生，1964 年 6 月出生于川南小山城叙永，成

都市青羊区美术协会主席、成都市美术协会会员，美国当代

中国画研究院秘书长，1979年9月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1986 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班学习。1988 年到

徐悲鸿画院进修中国画。在北京学习工作期间曾得益于赵雁

潮、尚丁、刘大为、何海霞、周思聪等老师的教导。1979 年

到 1999 年期间，创作了许多反应军营生活的作品。并在杂

志期刊上发表多篇绘画、文字、摄影作品，绘画及摄影作品

多次参展并获奖。

钟永平先生认为：“越是和平年代，越是情报战争的黄

金时期。”因此，在和平时期更不可放松警惕，对一张小小

地图的反思也折射出他个人的家国情怀：保家卫国，丝毫不

可懈怠。他从青羊区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冯家大院”开始讲

起，整个讲座下来基本上青羊区所有的古建筑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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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钟老师的讲述，我感到既激动又惋惜，没想到我

们成都的街头巷尾有着那么多古老的建筑，没想到这些建筑

里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汪家拐街道的社区居民听完钟

永平老师的讲述以后，感慨道：“可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建

筑渐渐变少了，保护历史建筑的确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必

须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才能保留更多有意义的

古建筑。”

隐匿于青羊街头巷尾的历史建筑，保留的不仅是青羊故

事、成都故事，更折射出国家发展的历史印记和伟大的家国

情怀。而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对其丰富内涵的挖掘，我们

做的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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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建立青羊工业园区特色分馆

为有力推进“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品牌塑造和体系建

设，打造垂直纵深、多级联动、创新示范的阅读阵地和服务

网络，促进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满足

青羊工业总部基地范围内群众的多元化阅读需求，青羊区图

书馆与青羊区群团服务中心合作，在青羊工业总部基地内建

立特色分馆。

青羊工业总部基地，位于成飞大道，是成都重点打造的

20 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之一的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核心区域，

占地面积 1089 亩，建筑形态以工业总部大楼为主体，辅以

灵活分割的小总部工作空间，是以科技研发、高新技术为主

的高成长型工业企业的总部聚集地。青羊区群团服务中心配

备专（兼）职馆员担纲图书馆管理员和阅读推广人，常态化

持续保障图书馆的日常开放服务。

11 月 8 日由青羊区图书馆、青羊区总工会、青羊区群团

服务中心联合打造的青羊区图书馆工业园区分馆正式开馆

了。该分馆位于青羊工业总部基地，前期共配备图书 3000

册。该分馆实行身份证注册借书，可与青羊区图书馆总馆通

借通还。

在工业园区分馆启动仪式现场，我们邀请到“合一读书

会”的两位大咖郑金君、赵天峻与读者共同品读生活，分享

自己阅读的感受和用处。后期，青羊区图书馆与青羊区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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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还将推出多种阅读活动，并且定期对分馆开展图书

流转，以便让园区读者近距离地享受到分馆带来的阅读带来

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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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图书馆开展馆员业务技能竞赛

为进一步提升公共图书馆窗口服务水平，加强馆员队伍

建设和业务技能提升，201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青羊区图书

馆开展了一次馆员业务技能竞赛。

竞赛分“图书分类排序上架”、“图书查找”二项内容，

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第一项为个人赛，第二项为

团体赛，两项累计用时最少即为获胜者。经过赛前的积极准

备，选手们在比赛现场稳定发挥，奋勇争先，充分发挥自己

的技能水平，最后读者工作部馆员黄小梅以两项总成绩 8 分

19 秒获得第一名。这次竞赛是对个人业务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的一次检验，也在馆内营造了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通过

竞赛，进一步调动了馆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发现自身的

不足，明确努力方向。赛后馆员们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竞赛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岗位练兵、业务学习，增强业务能力和

综合素养，提升服务效能，提高图书馆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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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图书馆】

金牛区图书馆开展“阅读者——社区公益大
讲台”涉农街道第四季度巡讲

11 月 13 日、14 日、15 日三天，区图书馆第四季度“阅

读者——社区公益大讲台”涉农街道巡讲活动先后走进金泉、

沙河源、天回镇、西华、凤凰山五个涉农街道，共接待社区

群众 300 余人。

本轮巡讲特别邀请到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国学资深诵读

导师、中国家庭教育导师、心理咨询师耿亚军博士，为广大

社区群众带去了《和诸葛亮对话，做智慧时代新人》专题讲

座。讲座开始，耿老师对蜀、魏、吴三大阵营的局势、特点

进行分析，引出本次讲座的核心人物——诸葛亮。之后耿老

师使用大量视频及文字资料，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顾茅

庐”、“关羽失荆州”等片段，细致分析了片段中诸葛亮的

行为方式和说话技巧，解读了其中蕴含的“成功的学问”、

“求人的技巧”、“用人的门道”、“管人的谋略”、“信

任的诀窍”、“稳定的良方”、“处罚的策略”、“接班的

讲究”等 8 个方面的知识，在场听众兴致盎然，纷纷表示对

三国演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学到了不少交际处事方法。讲座

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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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红色接力”竞
进接续观摩团到金牛区图书馆、电影公司、

草堂影城联合党支部观摩指导工作

11 月 9 日，由金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直机关工

委书记、社治委主任、党校校长钟毅，区组织部副部长许娅，

区委社治委分管负责同志，区各街道党工委分管党务副书记、

组织员，各系统党（工）委分管负责同志、具体工作人员，

参加现场学习观摩活动的 16 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等一行 70余

人组成的 “红色接力”竞进接续行动现场观摩团，以及金

牛区文旅体广新局系统党工委书记、局长吴明举，区局系统

党工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袁曾，区局系统各支部书记及组

织委员到金牛区图书馆、电影公司、草堂影城联合党支部进

行了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观摩活动。

金牛区图书馆负责人李彬向观摩团讲述了联合党支部

成立和发展历程、获得的荣誉称号，讲解了联合党支部在金

牛区文旅体广新局系统党工委 “强化党建带动、强化文化

驱动、强化攻坚撬动、强化真情感动”工作法指引下，践行

的“人本、普惠、高效、创新”服务理念和 追求的“以文

化惠民生，以文化促发展”前进目标。

随后，在李彬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金牛区图书馆

图书期刊借阅室、自修室、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和党员之

家。联合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服务抓党建，抓好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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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发展，在区文旅体广新局系统党工委指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建活动，举办好 “金牛社

区公益大讲台”、“ 金牛社区电影大看台”等品牌活动，

用慧心打造温馨空间、用科技创新优质服务、用爱心关怀广

大读者，切实为市民提供暖心的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此次工作指导，金牛区图书馆、电影公司、草堂影

城联合党支部将继续加大落实党建工作力度，把握好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致力于全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撸起袖子加油干，切实把图书馆各项工作

做得更好，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15

金牛区图书馆开展 2018 年四季度
社区文化辅导员(文化志愿者)业务素质培训

11 月 22 日上午，金牛区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召开了四

季度“金牛区 2018 年社区文化辅导员（文化志愿者）”业

务素质培训会。此次培训会，区图书馆特别邀请到四川省茶

文化研究中心培训导师、国家高级茶艺师、国家评茶员、中

华茶艺课程导师付媛媛老师，带来了《茶艺赏析》专题素质

培训，全区 15 个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文化专干、文化辅导员、

文化志愿者、社区文化骨干等共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外，金牛区图书馆举办了题为《品质生活美好人生之

养生保健》公益讲座。本次讲座特别邀请到心理咨询师、西

南民族大学教授、国学资深诵读导师、中国家庭教育导师耿

亚军博士担任主讲人，讲座上，耿老师以《黄帝内经》为出

发点，用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的语言，阐述了中医与日

常生活间的联系。随后，耿老师分别从“春天怎么养生”、

“夏天怎么养长”、“秋天怎么养收”、“冬天怎么养藏”

四个角度讲述了四季养生的方法，30 余名听众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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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图书馆】

“文旅成华 艺术有约”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走进成华区图书馆

11 月 27 日上午，由《国家大剧院》杂志社、中共成华

区委宣传部主办，成华区文化广电新闻旅游体育局、成华区

图书馆承办的“文旅成华 艺术有约”大型公益主题文化活

动第三场——你与戏曲只有一步之遥，在成华区图书馆学术

厅成功举办。活动特邀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吴琼，走进成

华区图书馆，为成华居民带来了一场高雅的戏曲讲座，一百

三十余名黄梅戏爱好者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活动中，吴琼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黄梅戏的起源发展和普

及传播的概况，还结合其多年来对黄梅戏艺术的探索，讲述

了她对新的时代背景下黄梅戏剧种如何坚守传承与改良创

新的深切思考，并希望年轻人也能跨越与戏曲的一步之遥，

与戏结缘将黄梅戏更好地传承下去。吴琼老师风趣幽默的讲

述和多个经典唱段的展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戏迷们也纷纷

上台互动交流，活动最后吴琼老师为大家倾情演唱了黄梅戏

歌《山野的风》和《对花》唱段，令现场听众如痴如醉。

结束时，吴琼老师与四川黄梅戏迷联谊会成员及现场听

众亲切合影，活动在温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日后我区

还将携手《国家大剧院》杂志继续开展国家大剧院名人名家



18

讲坛活动，邀请更多国内外著名艺术家走进我区，满足居民

对高雅艺术文化的需求，助力“文旅成华”区域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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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书馆】

郫都区图书馆开展增光添彩
“鹃城讲坛”活动

以“传统家教中的修身之道”为主题的《君子以修身为

上》鹃城讲坛活动 11 月 11 日上午在郫都区图书馆报告厅举

办。本次主讲老师为国学启蒙教育倡导者，成都电视台少儿

频道节目主持人陈岳。讲座上，陈岳叔叔以“修身之道，就

是学习做人之道，就是教化和教育之道，就是文化和文明之

道”为主要内容，针对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为什么如此重视“修

身”及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引导孩子成为一个

有文化涵养的人做了解析。本次“鹃城讲坛”为宣扬中国传

统家风家训与美德，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意义。

11 月 11 日下午以《生活中的着装与形象之美》为主题

的鹃城讲坛活动在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办，主讲老师为四

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钟玮。讲

座主要以提升个人形象、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及人的全面和谐

发展为主旨，为读者带来一场魅力十足的“鹃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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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图书馆开展“书香郫都”
少儿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郫都区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品牌活动—“幼儿教师讲故

事”第十一期活动 10 月 27 日上午在郫都区图书馆亲子阅览

室顺利开展。来自唐昌镇幼儿园的严华老师给小读者们带来

了故事《小老鼠普普》，精彩的内容与丰富的场景不仅锻炼

小读者的反应能力，更培养小读者的动手能力与创造力，而

以《万圣节的大南瓜》为主题的少儿阅读推广活动则通过新

奇的万圣节故事与精美的现场手工制作，让小读者既能听故

事也享受了动手乐趣，增强亲子交流，本场活动于 10 月 28

日上午在郫都区图书馆亲子阅览室开展。

为培养小读者观察与探索的能力，激发科学兴趣，2018

年 11 月 4 日上午，郫都区图书馆亲子阅览室开展少儿阅读

推广活动《我们的智能时代》。本次活动由区图书馆与成都

工业学院图管会联合举办，通过此类科普教育活动为小读者

树立创新意识和科学意识，现场气氛良好，活动圆满结束。

11 月 10 日上午，郫都区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品牌活动

—“幼儿教师讲故事”第十二期活动在区图书馆亲子阅览室

开展。来自德源新城第一幼儿园的李月老师给小读者们带来

故事《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诙谐有趣的内容与精巧的手

工环节锻炼小读者想象力与协调力，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感受

不一样的课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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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是小小书法家》及《小狗五彩斑斓的一天》为主

题的两场少儿阅读推广活动 11 月 17 日至 18 日上午在区图

书馆亲子阅览室顺利开展，活动为培养小读者爱探索的学习

精神并在生活中能得到延伸，在行为、知识、美感等方面得

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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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图书馆举办“建馆 30 周年诗歌
朗诵大赛颁奖大会暨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开馆仪式”活动

“杜鹃声声，诗韵朗朗；书香相伴，文墨呈祥……”

2018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00，在激情洋溢的诗歌朗诵中，

郫都区图书馆建馆 30周年诗歌朗诵大赛颁奖大会暨 24小

时自助图书馆开馆仪式活动拉开序幕，郫都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吴红艳、成都市图书馆馆长肖平到场参加活动。

郫都区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在万众期待中于活

动当天正式揭牌，智能化的设计致力让读者享受到更加丰

富的读书服务。郫都区图书馆与成都工业学院现场签署了

《郫都区图书馆、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协

议》,以加强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

随后举行了“书香郫都”阅读推广活动倡议，在场读者纷

纷响应。现场还对“郫都区图书馆建馆 30 周年诗歌朗诵

大赛”16 名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我是来自崇宁小学的张大春，我分享的是好家风是

一个好家庭最贵的不动产”，“我是来自郫筒二小的徐语

曈，我分享的是我和郫都人文读本的故事”...来自全区

的五名读者代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并为大家推

荐书目，分享结束后，郫都区图书馆向 5 位代表赠送了图

书《本来的孔子》，希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续的



25

传承和发扬。

郫都区图书馆自开馆 30 年以来，受到了众多读者朋

友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一直不断成长、进步，在未来的日

子里，郫都区图书馆将充分发挥区级公共图书馆资源辐射

作用，加大对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

的公共服务平台，让全社会充分共享公共图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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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

弘孝道文化 承传统美德
——简阳市图书馆举办第十三期道德讲堂

“百善孝为先”、“孝无终始，善行不怠”。11 月 11

日上午，简阳市图书馆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室举办了一场《弘

孝道文化，承传统美德》主题道德讲堂，吸引老中青读者近

80 余人。

本次讲座特邀我市知名教师牛长燕老师主讲，牛老师从

我国古代对“孝”的释意，到现代“孝”的具体表现，深入

浅出地告诉了我们何为“孝”，怎样实现“孝”。讲座既有

古代先贤案例，也有当今正反面素材，老师时而严肃，时而

深情，案例、语言、表情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将现场读者情

感一次又一次引向深入。记者现场采访了小读者和老年读者

代表，他们纷纷表示：“太感人了，如今还能听到这样的讲

座实在太好了！”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做人最起码的行为准

则。通过本次主题讲座，有效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中国传统文化入脑入心，为我们的孝敬行为提供了根本遵

循。今后，图书馆将继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天府雄州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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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图书馆开展社区公益讲座

为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读

者，进一步培养少年儿童多读书、爱读书、会写作的良好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11 月 24 日，简阳市图书馆在蜀阳社区

举办公益讲座，活动邀请到简阳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付

水英老师主讲,吸引了 50 余名家长参加。付水英老师以“责

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让家长懂得好孩子都是夸出

来的，在表扬与鼓励中，孩子的兴趣更浓，信心更强。她用

三十三条铁规律讲述了“老师、家长和孩子究竟要怎样配合

才能达到更好教育效果。”她强调家长需拥有先进的教育理

念，在培养孩子的同时培养孩子健全人格，并关爱和欣赏孩

子，让孩子快乐学习和成长，鼓励孩子自我教育和自主学习，

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习惯。通过讲座活动，家长们对怎样培

养自己的孩子有了深刻认识。


	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红色接力”竞进接续观摩团到金牛区图书馆、电影公司、草堂影城联合党支部观摩指
	11月9日，由金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社治委主任、党校校长钟毅，区组织部副部长许
	通过此次工作指导，金牛区图书馆、电影公司、草堂影城联合党支部将继续加大落实党建工作力度，把握好社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