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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首届“校园读书周”系列活动

由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和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以“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为主题的沈航首届“校园读书周”活动落下帷

幕。此次活动紧紧围绕着“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这一主题，贯穿了“引导广大师生多读书、读好书，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

习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人生成长的主旋律。”，分别举办了“读书专题讲座”、“读书小博士”评选、“读书知识

竞赛”、“图书漂流”、“图书展”、“期刊展”等十六项活动，激发了大家的读书热情，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校园读书周”活动主会场 “校园读书周”活动主会场 图书展

期刊展 读书专题讲座 巧手修复图书

爱护图书实物教育展 书与图书馆摄影展 读书知识问答

馆长致闭幕词 邢副校长为竞赛获胜者颁奖 “校园读书周”闭幕式文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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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 Apabi 数字资源：方正 Apabi（Aim for Paperless Apllication by Internet）电

子图书资源库 CALIS 教参全文数据库，是 CALIS“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子项目之一：高校

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该项目由复旦大学图书馆承建，并成立了由复旦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四所高校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项目管理小组，负责该项目的

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理事馆作为首批项目参建馆参加该项目的建设，将各校教学信息以及经过各校教师精选的教学

参考书数字化，覆盖我国高等教育文、理、工、医、农、林重点学科的教学需要，有 51 所学校提供书目，教参书近 90000

种，对应 670 个重点学科。

方正阿帕比数字资源平台是方正阿帕比以 DRM 和 CEB 技术为核心，以图书馆 2.0 为产品定位，整合多年的数字图书馆

开发经验，为推动图书馆从 1.0 向 2.0 快速发展而全面开发的综合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产品融入了大量的 web2.0 的设

计理念，同时以读者为核心，提供个性化用户服务，以能够更好的提高用户使用和用户参与程度，真正的发挥出电子资源

的优势。

其主要功能包括：

多样高效检索功能，目录检索、全文检索、跨库检索、索引、关键词、Tag 等多种检索方式实现百万级、多样化、高

效、准确的检索功能；

个性化交互功能，标签，评分，圈注，个人图书馆等强大的社区功能，提升用户交互体验，体现集体智慧；

在线阅读功能，全新的在线阅读体验，实现在线读书笔记、书内搜索等功能；

热门推荐功能，热门作者、热门出版社等资源排行榜；

图书分类检索功能，电子书能够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并能实现全文检索；

图书下载功能，管理员可以授权限定范围内的读者下载阅读；

阅读标记功能，读者界面简单易用，可以加亮、圈注、标记、书签、摘录、读书笔记等；

统计分析功能，包括：时间分析、类别分析、单本书分析、读者分析等，而且能够提供一份综合性的使用分析报告；

导读和书评功能，具有权限用户可以对某本书发表导读和评论。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苏维民

本书是关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杨尚昆的回忆录。他长期身居要职，

20 世纪 80 年代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3 年他从国家

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在很多老同志的建议下，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撰写

回忆录。他请来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梳理问题，系统讲解。揭示了新中国

历史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要闻轶事。

《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贤亮、杨宪益

本书是国内知名作家、学者、社会名流回忆文革的个人记录，具有强烈的阅读震撼力和鲜明的现实

意义。包括：张贤亮见证的死刑和性、叶兆言的文革记忆、朱正琳的铁窗岁月、徐友渔的大串连、许志

英的“五七干校”、邵燕祥妻子的生活碎片、杨益宪的四年牢狱生涯、还有冰心老人写给家人的温馨感

人的书信……在他们的回忆中，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个宏大、抽象的字眼，不同角度的叙述将人带入了私

人的、日常的细节之中，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郎咸平

郎咸平在本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新帝国主义”，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贸易纠纷，还是外资在

中国的一系列动作，都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发挥作用。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都有外国

资本操纵的影子。西方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的

优势，制定所谓的游戏规则，套牢弱势国家。我们只有认清“新帝国主义”的本质，才能看清中国经济

的未来。本书谈到了“力拓间谍事件”、“汇源收购案”、沃尔玛整合中国产业链的战略、“四大粮商”

操纵大豆价格剧烈变动的可能原因和结果。作者试图解释给大家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

资源介绍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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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院工会举办的庆祝“三八劳动妇女节”100 周年文艺演出中，图书馆发挥出色，获得一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

舞蹈：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 独唱：昭君出寨

 3 月 25 日，主馆图书馆副校长邢古城来图书馆视察指导工作。

 3 月，采编部查找并修改有问题的图书数据，包括：有复本无索书号，上下册同一索书号，有实物无 marc 数据，一种

书多条 marc 数据，数据中“*”号问题，不同书同索书号，marc 信息与复本信息不符等。

 3 月 24-3 月 31 日，信息咨询部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 3 场专题培训。

 3 月 31 日调至图书馆工作的卢振亚、贾向国两位老师到借阅部报到实习，并分别由图书借阅于丽宏、苗亚春两位老师

负责培训指导。

 4 月，技术部完成电子阅览室设备的系统更新、软件升级，接待研究生上机复试。

 4 月，图书借阅部完成涉密类图书信息处理工作，将进行二次复查。

 4 月，信息咨询部完成航空专题库的数据库结构设置，确定字段及其属性。

 4 月 20 日图书借阅部提交还书台整体工程预算及改造方案。

 4 月 30 日，根据《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岗位设置与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要求，完成图

书馆聘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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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在浙大启动

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国 际 合 作 计 划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简

称 CADAL）二期项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启动仪

式。该计划是由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倡导建设的。

二期项目将数字图书馆从单纯数量的增长，转向跨媒体

服务发展。今后，数字图书馆将不再是单纯的传统书籍

数字化，而是一个带有导航功能的"知识库"，为读者提

供文字、声音、视频、档案等资源的集成，形成一个全

新的辅助研究平台。这一项目将在我国建设 4 个数据中

心，服务教育部所属的全国上千所高校。

政协委员建议出台图书馆法

全国政协委员、前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周和平呼吁，为响应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大力发展文化建设”的要求，我国应加强文化领域的

立法工作。我国图书馆历史最悠久，但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一直没有“图书馆法”。图书馆运行长期处于

无法可依的状态，尽管现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了，但目前

中国人均藏书仅 0.3 册，远低于国际图联规定人均藏书

量为 1.5 册。我国 2700 多个图书馆中，有 700 多个没

有购书费，有的“几十年不买一本书”，使图书馆失去

其功能。图书馆立法迫在眉睫。

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召开

3 月 30 日至 31 日，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

议第九次会议召开。会上，CALLS 项目管理中心发布了《数

字图书馆服务政策指南》，国家图书馆报告了《数字图书馆

资源建设指南》，上海图书馆报告了《数字图书馆安全管理

指南》，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报告了《数

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指南》等报告。

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的“加法”值得推广

天津高校数字化图书馆，是由天津 19 所高校通过统一

规划组成的联盟，不仅有效地节约了大量资金，而且实现了

各校资源联合、服务联合，这样的“加法”使得各高校图书

馆资源大幅增长，解决了因学校差异而导致资源不均的现

象，深受师生们欢迎。此方法减少在人才、财力、物力等方

面的投入，值得在更多的高校乃至社会团体间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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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简称“国际图联”，成立于 1927 年，它是联合各国图书馆协会、学会

共同组成的一个机构，是世界图书馆界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非政府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A 级”顾问机构，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准会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它的总部设在

荷兰海牙。

19 世纪下半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多地要求各国图书馆间加强合作。继 187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

立后,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图书馆协会,并积极倡导创建图书馆国际组织，1927 年 9 月 30 日英国图书馆协会在爱

丁堡召开成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会上由英国、美国、法国、中国等 15 国图书馆协会的代表联合倡议并签署协议

正式成立国际图书馆和目录学委员会，瑞典皇家图书馆馆长 I.科林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28 年,该委员会在罗马

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日内瓦设立秘书处，并建立 6 个专业小组。1929 年在罗马和威尼斯召开的大会上，决定

更名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并正式通过《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章程 》。

国际图联的成立旨在促进图书馆事业所有领域，包括书目和情报服务等方面的国际了解、协作、研究和发展，

在国际有关事务中作为图书馆界的代表机构从事活动。截至 1995 年，共有 1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81 个协会、机

构和个人参加了国际图联。

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国际图联中断了关系。直至

1981 年，国际图联承认中国图书馆学会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协会会员，中国

才重返国际图联。到 1991 年 9 月，有 12 个单位成为国际图联的机构会员，

它们是：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

系、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

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 9 位专家担任国际

图联专业组常务委员会委员、通讯委员和协商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际图联

单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始人

单行（1926.4.19-2010.2.8），曾用名单寅生 ，图书馆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始人，原系主任，全国高校图工委发起人之一。他曾先后担任中国图

书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图书馆学教材编审组成员、全国高校图工委常委，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副

理事长、吉林省高校图工委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吉林省社科联学术委员，辽宁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等。

1926 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7 年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班结业，1948 年在东北大学图书馆工作，历任图书馆员、股

长，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组长、秘书、馆副主任、馆长助理、副馆长等职。1954 年，组织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图书馆干部业

余进修学校——长春市图书馆干部业余进修学校，兼任教导主任。1960-1962 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图书馆专修科，任

专修科主任，1979 年创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任主任，翌年改为图书馆学系，任系主任，兼任图书馆副馆长、馆长。1980-1983

年，组织创办了长春市业余图书馆学院，兼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1987 年调到辽宁师范大学，1989 年将 1985 年成立的隶属

历史系的图书馆学大专班改办为图书情报学系，任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

单行先生在图书馆和图书情报教学工作岗位上奋斗了 40 余个春秋，是著名的图书馆管理专

家、图书馆学教育家、高校图书馆管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奠基人，被誉为“国内少有的集图书馆管

理专家与图书馆学者于一身的人”，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三个方面均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业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单行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先后在国内外多种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 50 篇；作为国家

教委七五教材规划项目，出版国内第一部《图书馆建筑与设备》教材；在国内最早提出并为本科

生、进修生开设《高校图书馆管理》课程，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校图书馆管理》专著；出版

《中国高校图书馆简介》、《日本图书馆研究文集》等著作。

国 际

图 联

名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