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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开辟图书馆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王宇∗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涵丰富,高屋建瓴,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给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注入

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文章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结合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就如何推动图书

馆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谈几点体会:坚守初心,打造文化服务新高地;科技赋能,构建文化

服务新格局;守正创新,开启文化服务新征程;踔厉奋发,开辟文化服务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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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１].”这一阐述,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催人奋进.

图书馆事业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文化事业,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

魂”[２]的事业.图书馆人必须深刻领会二十大报告

的精神要旨,明确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紧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时代要求,努力践行“传承文明,服务社会”[３]的初

心,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积极把二十大关于

文化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实到具体行动,“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１].

１　坚守初心,打造文化服务新高地

在人类思想多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
图书馆必须坚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在
“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２].(１)必须在

“举旗帜,聚民心”上大有作为.图书馆是以文献为

载体,通过多元化的形式推广阅读、传播知识的中枢

机构,是社会信息的集散地,是培育人、引导人、塑造

人的思想文化阵地,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理论指导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将大力

传播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图书馆工作

的始终,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大的凝

聚力和引领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摇旗呐喊、
凝心聚力.(２)必须在“举旗帜,育新人”上大有作

为.图书馆要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引,深入

贯彻落实“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办馆宗旨和服务

理念,把推动读者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

务,把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接班

人作为首要责任.要不断巩固全民阅读工作成果,
建立全民阅读推广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体系,完善

内容,优化模式,保证效能,让图书馆真正成为公民

素养涵养、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要将传播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

于图书馆工作全过程,在文明传承、古籍保护开发和

转化利用方面多下功夫,传播先进文化,传递科学知

识,以多元化的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３)必须在“兴文化,展形象”上大有作为.当前正面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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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全体图书馆人必须从一

个更高的层面认识图书馆工作、理解图书馆工作、把
握图书馆工作,加速自我认知,从自觉自信向自立自

强转变,锚定目标、夯实基础、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

时代红色文化教育高地、思想理论高地、精神力量高

地和文化创新高地;要坚持用户至上,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
现代图书馆特有的方式,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

中国形象.

２　科技赋能,构建文化服务新格局

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深
刻改变了当代图书馆的生态.信息载体及信息传播

技术的多元化,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

能性,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工作的要求与部

署,图书馆应着力做好三项工作:(１)明确现代图书

馆服务生态的发展方向,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为目标,积极构建覆盖广泛、便
捷高效的现代图书馆服务体系,推进社会服务资源

数字化,积极发展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促进社

会服务领域优质资源放大利用、共享复用,推动图书

馆服务的高质量发展.(２)加速智慧图书馆体系建

设,推动图书馆智慧化转型与发展.深入贯彻国家

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图书馆事业智慧化转型与发

展的窗口期,重点建设标准规范、评价及人才培养三

个保障体系,从资源组织与服务方式更新升级、以智

慧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空间、构建感知用户需求的

知识服务新生态三个维度推动图书馆由数字化向智

慧化转型[４].(３)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助力国家文化

强国战略.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机构和社会的文化

中心,图书馆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特殊作用,特别是面对文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更应该从技术层面针对文化资源渗透、文化产品倾

销、域外文化入侵等方面建好“防火墙”,为国家文化

强国战略履行好自身的文化使命.

３　守正创新,开启文化服务新征程

多少年来,我国图书馆工作者在“传承文明,服
务社会”的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具有中国图书馆特色

的服务理念、服务经验和服务模式,这些理念、经验、

模式需要延续传承、发扬光大.面向未来,图书馆要

立足文明传承、公民教育、科技发展的新任务,以高

度的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守正创新,努力寻求主要

业务领域的新突破、新发展.具体而言:(１)加强学

术资源信息平台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学术资源的学

术价值,为知识发现、知识创造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

障.“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

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５].”(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统领,夯实特色资源广泛传播的基础.加强

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文献资源系统化搜集和数字化整

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资源与图书馆空间

资源、现代传播技术以及开发利用模式的融合,形成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资源体系和服务模式,全力推进

图书馆资源的现代化建设与服务创新[６].创建特色

空间、特色基地,建设未来学习中心[７],实现特色资

源与特色空间的有机融合、立体化呈现,为中华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土壤、营造环境 .
(３)深入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图书馆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

场所,要进一步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

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精神力量[８].积极推进中华优秀文化的活态化

传承与发展,力争在健全国家古籍管理体系与机制、
推动古籍数字化开发与服务、推广古籍文化与创新

内容产品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４　踔厉奋发,开辟文化服务新境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社会主

义文化的现代化.图书馆人必须深刻领悟党的二十

大报告关于文化事业建设的新理念、新要求、新任

务,统一思想,准确定位,深入落实,努力开辟图书馆

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１)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

任务,认真检视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短板和

问题,健全制度,完善体系,挖掘潜能,努力提升服务

效能.(２)进一步强化社会教育职能.积极构建传

统与现代结合,融合信息素养、阅读素养、科学素养、
数字素养等多元素养,覆盖学习、工作、研究全周期

的公民素养教育体系[９],培养公民终身学习的理念

和技能,提升全民精神文化素养.(３)建设高素质的

馆员队伍.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图
书馆必须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结构

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信息时代,面对读者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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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智慧化转型,图书馆员的角色内涵也在不断丰

富,图书馆员需要不断拓展能力体系,细化能力层

级,增强智慧服务能力和新技术运用能力,提高服

务效能,充分满足用户的高层次知识需求[１０].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自觉、文

化自信是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思想基础.面向未

来,图书馆人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守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在培育民族文化素养、建设文化强国的征程上奔跑

进发[１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勇毅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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