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2014 年工作总结 

 

 成为全国首批 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西南地区唯一。 

 成立“贵州省图书情报专业人才培训中心”，贵州省唯一图书情报专业培训机构。高校图书馆与

公共图书馆合作共建模式为文化部专家肯定。 

 成功实现对全馆流通图书的 RFID自助借还，贵州省高校第一家。 

 电子资源访问量逼近 10,000,000人次，同比增长近 80%。 

 共举办 27场“信息素养讲座”，同比增长 125%，参与活动读者同比增长 95.97%。 

 图书馆在编员工总数首次突破 55人，平均年龄 39岁，首次低于 40岁。 

 

一、2014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图书馆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在学校党委行政正确领导下，

在分馆校长的直接指导下，全馆员工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 

——文献资源总量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截止 2014年 12月 20日，

馆藏纸质文献总量达到 131.53 万册，当年新增 66,080 册（其中新增图书

64，094册，新增报刊 1，986册），同比新增 54%。电子图书 103万册，电

子期刊 1.35万种。数字资源镜像数据量已达到 21TB，新增 3,582GB，同比

增长 20%。其中引进数据库（含信息平台）13个，自建数据库 13个。特色

馆藏进一步丰富，民族文献 13,700 余册，新增 1,269 册。地方文献资料

24,612件，新增 1,091件。 

——读者服务不断创新，服务不断升级。图书馆周开放时间增加至 104

小时，成为全省开放时间最长的图书馆之一。截止 12 月 21 日，全年共接

待读者 441,420 人次，同比下降 7.8%，图书流通量 163,232 册次，同比下



 

降 5.5%。特色馆藏阅览服务工作量持续增加，古籍阅览室、民族文献阅览

室、地方文献资料室共接待读者 1,940 人次，接待省内外专家学者参观 38

次。民族文化展示厅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政要领导共 35 次，800 余人，

接待师生参观及新生入馆教育参观，130余场次，5,500余人，同比增长 5%。 

图书馆网站访问量达到 252,127 人次，同比增长 57.69%；数字资源访

问量达到 9,316,979人次，同比增长 79.56%；数字资源下载量达到 718,535

人次，同比增长 43.32%。 

参考咨询渠道进一步拓宽，通过到馆咨询、电话咨询、QQ 咨询多种途

径向读者解答咨询 300 次，利用微博向读者发布通知、推广服务 369 条。文

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工作积极有序开展。组织开展新生入馆教育培训讲座 69

场次，4,262 人次。创新信息素养教育推广方式，丰富讲座内容，组织信息

素养系列讲座 27 场次，同比增加 125%，参与讲座共计 1,703 人次，同比增

加 95.97%。电影推介 24 场次。“学科联络馆员团队”升级为“学科服务团

队”，工作量较过去大幅度增加，完成 53 万册电子图书圈选工作，为我校

“黔学研究团队”、“贵州省喀斯特湿地生态恢复工程协同创新中心”申报、

“学校发展战略构想研讨会”、博士授权点建设等提供专题文献支撑和智力

支持。4·23 世界读书日、“读书俱乐部”、《阅读人报》、“英语角”等民大

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常态化。 

阅读环境进一步改善，打造了 2 个休闲阅读区，建立 5 个 WiFi 专区，

开放 1 间团体研修间。环境美化、卫生继续保持良好，对全馆阅览桌椅进

行静音处理。 

——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管理不断规范。为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提升图书馆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图书馆于下半年启动了

“图书馆规章制度补充、修订和废止计划”，补充修订 220 余项规章制度，

含“部门工作职责”、“部门岗位职责”、“部门工作制度”以及“读者管理

制度”等四种类型。通过该项工作的开展，使得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

更加明确，各种业务关系更加流畅，服务流程更加简化、明晰。 

——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学科专业建设与转化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

年，图书馆员工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共发表论文 8 篇，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立项 1 项，国家民委项目结项 1 项，贵州省教育厅基地项目结题 1 项，

校级项目立项 1 项。为满足贵州省乃至西部地区图书情报人才需求，积极

申报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和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点，申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在文化厅和学校的关心支持下，与贵州省图书馆共建“贵州省图书情报人

才培训中心”，已为贵州省公共图书馆培训馆长 65 人，为毕节市、黔东南

州和威宁县公共图书馆培训业务骨干 300 余人。与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联

合成功申报全国首批 12 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系西南地区唯

一，已为来自全国 46 家古籍收藏单位 60 余名骨干进行了培训，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有力地强化了民大的社会形象。充分利用图书馆专业优势，

加强与地方合作，整理、推广和开发民族民间文献资源，阔宽我馆特色资

源获取渠道。4 月 8 日，与道真县民宗局签订合作协议，协作开展民间文献

数字化工作，影像数字化转录工作。 

——人力资源状况改善，结构不断升级。图书馆始终坚持“人才强馆”

战略，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工作。员工总数首次突破 50 人，平均年龄首

次低于 40 岁。2014 年新进人员 14 人，图书馆现有在岗员工 55 人，其中博



 

士 2 人，硕士 19 人，研究生学历比率达 38.2%。图书情报专业 13 人，占员

工总数的 23.6%，档案学 3 人，计算机 5 人，文献学类 3 人，民族学类 3 人。

正高职称 7 人，副高职称 14 人，高级职称所占比率达到 38.2%。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1 人，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1 人，民俗

学学科带头人 1 人，古典文献学学术带头人 1 人。图书馆志愿者工作有新

突破，260 余名志愿者被安排到图书馆各个工作岗位，其中 80 名负责两个

流通书库的工作。一个符合图书馆发展要求的人力资源体系已初步建成。 

——党武校区图书馆建设有序推进。为了把党武校区图书馆建设为符

合现代大学图书馆要求的、师生满意的、独具个性的标志性建筑。党武校

区图书馆项目组认真调研、思考和规划，参与人员达到 28 人。截止 12 月

20 日，新馆建设项目组仅召开专题会议就达 30 次，寒暑假坚持工作，完成

了建筑设计、空间布局、功能设置、岗位设置、家具调研以及室内装饰设

计等多项工作。 

——党武校区临时图书馆发挥着突出作用。7月，着手筹建党武校区临

时图书馆。分别制定了“党武校区临时图书馆筹建方案”，“党武校区临时

图书馆运行方案”，就人员构成、文献组成、设备调配、经费预算、搬迁预

案等作了充分的调研与部署。经过 3 个多月的努力，临时馆于 10 月 17 日

正式开馆，周开放时间为 67.5小时。拥有书库 3间，电子阅览室 1间，期

刊阅览室 1 间。纸质图书 6 万余册，期刊 180 余种。免费向读者开放电子

阅览室。从 10 月 17 日到 12 月 24 日止，读者到馆人数为 532 人次，图书

流通量 1,100 余册。积极开展志愿者工作。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与校

民盟民大总支、预科教育学院共同发起“学者关怀”志愿者行动，组织专



 

家教授到新校区开展专题讲座、心理辅导、交流互动等活动共计 10场，每

场座无虚席。临时图书馆正为党武校区师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建工作稳步推进，工会工作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党总支组织全

馆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及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中共贵州省委第十一届四次、五次全会

精神。一是认真开展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据学校“活动办”统一

部署，开展领导干部宣讲学、先烈前辈缅怀学、典型案例剖析学、先进典

型榜样学一系列活动。召开多个层面、多个方面的座谈会，进行单独谈话

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全方位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馆班子共查摆“四风”

方面突出问题 11条并提出了整改落实的意见和措施。二是组织建设进一步

加强。青年馆员杨邦伟同志加入党组织。新进 8 名党员中，有 7 人具有硕

士学位，1人为本科毕业生，党员学历层次明显提升，年龄结构更合理。图

书馆党组织活力进一步增强。顺利完成支部换届。新一届支部活力明显增

强。三是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发挥。党支部被评为优秀基层党组

织表彰，曹泰峰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韩雷被评为优秀党员。党的战斗

堡垒作用充分发挥。 

过去一年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在校党委正确领导下，在分管校长的

直接指导下，馆班子带领全馆员工艰苦奋斗的结果。 

图书馆工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文献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与有

待进一步提高；从入馆人次和图书流通数量下降趋势来看，是读者的阅读

方式、习惯的变化，对阅读空间、环境的选择的变化，给图书馆建设与管

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离读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离高水



 

平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服务创新需要全面推行；管理思

想有待进一步更新，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有待

进一步改进；图书馆与学校部门间的协作与沟通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

坚信，只要图书馆全体馆员同心同向、同心同德、同心同行，什么困难都

能克服，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图书馆前进的步伐。我

们坚信，一定能建成让师生满意、同行专家认同、社会肯定的一流的民族

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