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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绍兴图书馆提出。

本文件由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绍兴图书馆、绍兴市标准化研究院、绍兴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绍兴市标准化协

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那艳、宋嵩、徐裁叶、陈哲予、孙祝丽、葛安凤、张瑛、郭培培、孙一栋、陈

斌、季业成、马中取、朱燕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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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术语和定义、推广形式、应用场景、特殊人群服务、服务

管理和服务成效与反馈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306/T 045 公共图书馆数字媒体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阅读推广 reading promotion

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为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培养读者阅读习惯，提升读者阅读水平，满足读者阅

读需求，进而促进全民阅读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和工作。

[来源：WH/T 87.2—2019，3.30，有修改]

4 推广形式

4.1 基础服务

4.1.1 文献推荐

应利用馆藏资源，开展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数字资源等文献推荐服务，宜采用新书推荐、好书推

荐、借阅排行榜、读者荐书、馆员荐书、主题推荐、专题书架等形式，可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发布。遴选

出来的文献目录，应包含题名、著者、出版社、内容简介等信息。

4.1.2 阅读沙龙

4.1.2.1 应利用馆藏资源，开展各类专题知识的精读分享、交流研讨、技艺切磋等线上线下活动。宜采

用诵读、讲述、制作、表演、研学等形式。

4.1.2.2鼓励、协助和引导民间读书会开展阅读沙龙。

4.1.3 主题讲座

4.1.3.1 应根据读者需求，开展各类主题讲座，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促进全民阅读。

4.1.3.2 讲座资料宜编辑整理为音频、视频、文字等衍生品，进行二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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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鼓励联合公共文化机构及学术类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开展跨行业、跨地区的线上线下讲座。

4.1.4 主题展览

4.1.4.1 应对馆藏资源、服务项目、知识普及、阅读成果、创作成果等内容进行线上线下主题展示陈列。

4.1.4.2 鼓励开展跨行业、跨地区巡回展览和联合展览。

4.1.5 读者培训

4.1.5.1 应开展图书馆利用培训、信息素养教育培训，便于读者自主学习体验和获取各种所需资源。

4.1.5.2 根据读者的需求，宜开展计算机、移动终端、3D、VR等信息技术获取和利用的培训。

4.1.5.3 宜开展阅读志愿者培训、阅读推广人（团体）培育。

4.1.6 阅读比赛

应以团体赛、个人赛等方式组织各类专题比赛，宜采用阅读马拉松、挑战答题、阅读打卡、视频制

作、艺术设计、朗诵表演等线上线下形式。

4.1.7 数字阅读

应开展数据库、电子报刊、电子图书、多媒体资源等数字资源的阅读推广。数字阅读推广服务应参

照DB3306/T 045的规定。

4.2 提升服务

4.2.1 品牌建设

4.2.1.1 应结合馆藏优势、服务特色、空间环境、地域文化等因素，创设或参与全国性、区域性阅读推

广的品牌，可涵盖沙龙、讲座、展览、培训等多种形式。

4.2.1.2 品牌标识的构成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单一要素或其组合。

4.2.1.3 品牌应有较为完整的服务模式，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高服务品质及辨识度。

4.2.2 阅读联盟

4.2.2.1 应结合馆藏资源、地方文化特色与自身需求，聚合社会各方力量组建或参与全国性、区域性的

阅读联盟。

4.2.2.2 联盟应明确规划目标及联盟章程准则，通过人员、经费、运行、激励等制度保障，实现联盟资

源的共建共享。

4.2.3 阅读节日

围绕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未成年人读书节以及其它重大节庆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节气、时令、纪念日等社会节日，在线上线下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阅读资讯发布等

系列活动。

4.2.4 体验服务

应结合文献资料与动态体验，创新阅读推广，开展汇演、游戏、研学旅游、创客活动、科学考察等

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体验活动，打造项目体验、交流互动的服务体系。

4.2.5 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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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用馆藏资源，联合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旅游景区、

相关研究协会等社会力量，开展包括但不限于品读分享、摄影书画、人文走读、诵读表演等线上线下文

化旅游活动，推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4.2.6 其他服务

应结合数字化和服务环境等社会因素变化，根据读者需求，及时创新服务形式，拓展服务内容，提

升阅读推广质量，提高图书馆服务效能。

5 应用场景

5.1 中心馆、总馆

5.1.1 应按第 4 章的规定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5.1.2 应指导和帮助分馆及其他阅读场所做好阅读推广工作。

5.1.3 应加强活动宣传推广，通过多种方式，宣传相关馆藏资源和活动，邀请、吸引读者参与和互动，

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5.2 分馆及其他阅读场所

5.2.1 城市书房

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读者实际需求，通过创新融合，打造艺术展览、文化沙龙等新型服务业态，

营造小而美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

5.2.2 主题图书馆

应充分考虑功能辐射范围和覆盖人群，通过分类施策，开展亲子共读、阅读沙龙、名家进馆等契合

主题分馆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

5.2.3 乡镇（街道）图书馆

5.2.3.1 应以服务乡镇（街道）为基础，依托馆藏特色资源，开展包括但不限于讲座、培训、展览、

故事会、读书会、视频欣赏、少儿课程作业辅导、亲子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

5.2.3.2 宜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好民俗文化活动，激发乡镇（街道）居民阅读兴趣。

5.2.3.3 宜根据读者需求，为乡镇（街道）居民提供数字阅读服务。

5.2.4 村（社区）图书馆（室）

5.2.4.1 应以服务村（社区）为基础，为区域内居民提供公益性、教育性、休闲性的阅读推广服务。

5.2.4.2 村（社区）图书馆（室）应自主组织或者配合中心馆、总馆开展讲座、沙龙、培训、展览等

读书活动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并重点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少年儿童特点的活动。

5.2.4.3 宜根据村（社区）实际情况，加强社会力量合作，积极开展阅读分享交流会、政策公益宣传、

开展时事教育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

5.2.5 流通站

应结合流通站的文化资源、地方特色，根据实际情况和读者需求开展适合的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文

献推荐、阅读沙龙等阅读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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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家庭图书馆

应通过邻里关系的纽带提供阅读服务，开展少儿阅读、亲子共读、家庭阅读等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5.2.7 其他

与机关、学校、医院、商场、景区、市民服务中心等合作的其他应用场景，可通过引进社会力量，

根据实际情况整合服务功能，拓展合作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6 特殊人群服务

6.1 少年儿童服务

6.1.1 应提供适合少年儿童的阅读空间，设立少年儿童书架，推荐优秀读物。

6.1.2 结合未成年人读书节、全民读书月等阅读节日，开展读书会、展览、亲子共读、家长沙龙、公

益讲座、科普教育、研学游等多元化阅读推广活动。

6.1.3 通过馆校资源共建共享，图书进校园、学校流通站等方式，联合社会力量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6.2 老年人服务

6.2.1 应提供适合老年读者阅读的环境，推出适合老年读者的阅读资源，开展适合老年读者的文献推

荐、阅读辅导、计算机及移动终端培训等阅读推广活动。

6.2.2 拓展馆外服务，搭建老年读者交流平台，延伸阅读推广活动到老年人活动场所，满足老年读者

阅读需求，丰富老年读者精神文化生活。

6.3 残疾人服务

6.3.1 应提供无障碍服务，设立适合残疾人的阅读空间，配备轮椅、无障碍电梯等无障碍设施设备，

满足残疾读者的出入需求。

6.3.2 针对残疾人的特殊需求，提供相应阅读资源，开展信息无障碍与阅读推广活动，提高数字阅读

在残疾人阅读中的应用。

6.3.3 建立图书馆与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合作机制，提供专业的长效阅读服务，保障残疾人读者

的文化权益。

6.4 流动人口服务

应在流动人口居住集中的区域，建立图书分馆或流通站点，满足其对图书资源的需求。开展读书沙

龙、交流分享会等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举办图书推荐、影像鉴赏、网络资源推广等针对流动人口的专

题活动，为流动人口提供生活、就业等个性化信息服务。

7 服务管理

7.1 活动保障

7.1.1 制度

完善阅读推广保障机制，建立建全推广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引导与激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投身阅

读推广。举办各类全民阅读活动，满足城乡居民的阅读服务需求，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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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资源

应具备阅读推广活动所需的场所、人力、文献、经费等资源，并确保资源能满足阅读推广活动服务

需要。

7.1.3 人员

应组建专业工作团队，不断提高阅读推广人员比例。定期开展人员业务培训，提升组织策划、读者

分析、阅读指导、活动宣传等能力。

7.2 活动流程

7.2.1 主题选择

主题内容应传播社会正能量，依据服务人群、推广形式、时令节气、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场所资

源、人力资源等选择优质阅读主题，主题应包含一定比例的特殊人群服务内容。

7.2.2 策划宣传

7.2.2.1活动策划应包括活动目的、活动主题、组织主体、参与对象、活动时间、地点、内容、流程、

注意事项、资金来源及经费预算等。

7.2.2.2 应通过数字媒体、海报、展板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宣传活动内容、规则、报名方式等活动信息，

遇到突发情况，应及时向公众发布公告。

7.2.3 组织实施

应成立活动工作小组，开展活动审核、方案制定、过程控制、资料收集等工作。

7.2.4 总结归档

应做好阅读推广活动的前期策划、活动过程、报道总结等相关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的整理存档。

8 服务成效与反馈

8.1 活动成效

8.1.1 阅读活动

8.1.1.1 通过制定阅读计划、推荐阅读书目、发起阅读运动、建立长效阅读促进机制进行阅读推广。

8.1.1.2 市级公共图书馆每年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不少于 400 次，县级公共图书馆每年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不少于 200 次。

注：与实地同步的视频讲座、线上展览等线上活动不增加次数，实地的巡讲计入总次数。线上活动以活动内容统计，

同一内容的活动只计算 1次。购买的视频讲座、线上展览等不计入。

8.1.1.3 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每年为馆外阅读场所提供“菜单式”阅读活动，保证其基础的活动资源。

同时每年开展以云直播、云展览、云讲座、云导读、云培训等线上形式的基础活动。

8.1.1.4 馆外阅读场所根据自身情况，最大限度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履行相关职责。

8.1.2 品牌效应

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应按品牌建设的要求，连续开展2年及以上受到广大读者认可、阅读参与面

广、特色鲜明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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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宣传报道

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宣传馆藏资源，传播地方特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重要时间节点

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等宣传报道阅读推广活动，吸引社会大众积极参与阅读，弘扬社会主

流价值。

8.2 活动反馈

8.2.1 读者评价

8.2.1.1 通过公开监督电话、开设投诉渠道、设立读者意见簿等多渠道方式开展线上线下监督，接受读

者意见或投诉，并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8.2.1.2 通过微信公众号、读者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获取读者对阅读推广活动的关注度、参

与度、满意度、认可度、推广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8.2.1.3 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每年至少进行1次读者满意度调查，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回收率

不低于80%，读者满意度不低于90%。

8.2.2 评价应用

8.2.2.1 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每年应至少进行1次对服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撰写并发布阅读报告。

8.2.2.2 应根据活动现场反馈、读者意见及满意度调查结果，对阅读推广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优

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