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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

其中，国家部委所属高等学校118所，

其他2000余所高校的发展如何定位？

“双一流”大学建设，图书馆何为？

118, 5%

2373,
95%

其他高等学校

国家部委所属高等学校



问题的提出: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015）

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教育、信息服务职能。

强调图书馆应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

用。

我们如何贯彻？怎样发展？



• 关于区域性高水平大学的认识

非国家部委所属，为特定地理区位

服务、以培养高层次人才和产出高水平

科研成果为目标的高等学校。



历史传承：

昔日的西南联大

今天的云南师大

悠久的历史传统

厚重的文化底蕴



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图书馆的跨越发展



切实可行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

1、人文图书馆

2、数字图书馆

3、生态图书馆

4、开放图书馆

1、人文图书馆



人文图书馆:

• 理念：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读者

的需求，实现读者的价值，追求读者的

发展，体现人文关怀，践行人文精神，

创造美与和谐。



人文图书馆:

• 隐性意义：历史、文化、精神

• 显在意义：读者第一，服务育人



人文图书馆:

• 对读者的人文关怀

• 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爱心接力站



研究小间



图书馆职工之家



气排球比赛



诗歌朗诵比赛



1、人文图书馆

2、数字图书馆

3、生态图书馆

4、开放图书馆

2、数字图书馆

切实可行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



数字图书馆:

• 理念：加快数字资源的建设、信息

技术的应用，丰富特色数字资源，

以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提升区域

性高水平大学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图书馆:

• 特色数据库的全面建设

• 传统业务的技术改造

• 参考咨询服务的质量提升

• CALIS的技术使用与服务推广



云南高校数字图书馆共享平台





20个共建共享的特色资源数据库（2-1）



20个共建共享的特色资源数据库（2-2）



西南联大特藏、文库







四校馆长为我馆RFID智能管理系统启用揭幕



CASHL申请量近3年连续位列全国第一



区域图书馆 · 文献咨询管理平台



1、人文图书馆

2、数字图书馆

3、生态图书馆

4、开放图书馆

3、生态图书馆

切实可行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



生态图书馆:

• 理念：依据生态学原则，对图书馆的外

部环境进行动态平衡性适应，对内部资

源进行统一的协调和重组，使图书馆的

结构、功能达到最佳状态。



生态图书馆:

• 物理生态

• 文化生态



来自太阳能光伏板的清洁能源



馆内的生态空间



馆外的生态空间



“智者书林”赠书专区启用



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的队伍建设



申报、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项目



开展内容丰富的交流合作



开展内容丰富的交流合作

与北大图书馆合作项目结题验收



1、人文图书馆

2、数字图书馆

3、生态图书馆

4、开放图书馆4、开放图书馆

切实可行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



开放图书馆:

• 理念：秉承西南联大的开放精神，

积极与外界展开合作，拓展自身发

展空间。



开放图书馆建设举措:

• 成立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

• 深化五校图书馆合作

• 创建对外文化交流窗口

• 共建跨系统的图书馆合作基地

• 举办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

• 加强与相关文化机构的合作



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



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五校图书馆战略联盟签字仪式



中日文化交流之窗



法国之窗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与和顺图书馆合作共建基地



高校图书馆馆长指导和顺图书馆建设



馆长们考察西南联大旧址



中美图书馆实务论坛



文学艺术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创建云南当代文学艺术文库



创建国内高校首家“六小龄童图书阁”



实践的意义

1、特色资源和服务是区域性高水平大

学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2、文化传统和特殊使命是高水平大学

图书馆的发展助推器

3、满足师生读者的需求是图书馆战略

发展的立足之本



实践的意义

4、人性化的管理机制是培养人才、促

进工作的重要手段

5、创新型的组织结构是图书馆高效管

理、发挥职能的根本保障

6、开放的理念和多元的发展是特色化

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





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



时任省长，现任省委书记李纪恒视察我校图书馆



团结奋进的全体职工





谢谢大家！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