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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圆满完成迎新工作 

阿根廷当代最具有声誉的小说家和诗人博尔赫斯这样写到：“我用一把迟疑

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的模样”，暂且不管图书馆是不是

大学生的天堂，如果你想在大学期间获得很好的发展，是离不开与图书馆的密切

联系的，如何与咱们的图书馆亲密接触呢？咱校图书馆的交流平台提供了多种方

式：电话、QQ、邮箱、微信，QQ和微信这两种联系方式就在图书馆官方网站首页

上，另两种也很容易在图书馆官网找到。加入微信很方便，而且通过这一平台，

图书馆将实时发布图书馆的公共信息、数据库最新资讯、讲座通知等内容，读者

也可通过这一平台对有关图书馆利用中的各种问题提出咨询，读者可以用微信完

成借阅续借、图书检索、热门借阅、荐购图书等，在绑定自己的借书证登录卡号

后（卡号即一卡通卡号，初始密码666666，可通过图书馆网站修改密码），可以

查看自己的信息、当前借阅的图书，还可以预约委托、下载电子书，还可以在手

机或平板上学习公开课，听学术名家报告，功能太强了，微信，你加吗？图书馆

就在那里，你约吗？（情报所 郑东伟） 

1、微信平台名称：齐鲁工     

业大学图书馆  

2、微信号：qlgydxtsg 

3、二维码：（见上图）  

金秋九月，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又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读者，日

前，迎新工作已顺利完成。为确保今

年学校迎新工作的顺利开展，图书馆

在暑假及开学初即着手做了大量精心

细致的准备工作。 

为了迎接新生的到来，图书馆对

馆舍环境重新进行了布置，制作了

《书香袅袅待伊人》欢迎栏与温馨提

醒等，技术部加班加点完成新生数据

导入，确保新生在第一时间可以借

书；阅览部对书架进行认真细致的整

理，以全新的面目迎接新生；流通部

的老师以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让

新生感到图书馆既是知识的殿堂又有

家庭的温馨……，新生入学教育期

间，图书馆开展了入馆教育讲座，我

馆组织以参考咨询部为主的业务骨干

从9月21日至9月30日共计为我校6000

余名本科新生组织了共计40场入馆教

育培训讲座。为节约新生时间，提高

工作效率，参加培训授课的老师提前

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保证了本次迎

新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向新读者们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馆的总体布

局、规章制度、馆藏文献等，让新读

者对我馆各项服务工作有了初步的印

象，帮助新读者们更好、更快地熟悉

和利用图书馆资源为大学期间的学习

和生活增色添彩。 

迎新工作顺利结束，为了更好地

做好今后的工作，图书馆对迎新工作

中的经验和问题及时进行了总结。我

们真诚希望我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能为

新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切实的帮

助，也希望我们的服务能为所有读者

在齐鲁工业大学的学习生涯留下美好

回忆。（情报所  郑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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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阅

读推广的发展趋势 
 

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图书馆服务模

式，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已成为

图书馆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图书馆

正在探索和完善移动图书馆服务，比较完

善的移动图书馆模式主要有三类: 基于短信

模式、基于 WAP 模式和基于 APP 模式。因

此，高校图书馆可利用三类移动图书馆模

式的不同特点，开展特色阅读服务。利用

短信的主动推送功能可以实现短信 OPAC 

查询、馆藏书目自助推送以及电子期刊的

信息推送和彩信报等阅读服务。利用适用

多种手机界面的WAP 服务可以实现书目查

询和电子资源整合检索、电子图书下载等

功能。基于APP 的服务可以实现电子书的

下载、阅读导航的推荐，订阅新闻频道或

报刊杂志，还可以对所看图书、期刊等发

表书评和添加书签。 

一、微博传播模式 

在众多的传播媒介中，微博发展迅

猛，受到青年大学生的广泛使用和追捧。

高校图书馆可用微博作为开展阅读服务的

工具，与读者进行阅读交流和分享。通过

发布图书馆动态、新书通报、书评以及阅

读方法等，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与读者

之间进行互动，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

黏合度。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微博将“厦

大新书通报”作为话题，主动推送新到馆

藏给读者。 

二、微信传播模式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

据挖掘与分析的技术日益成熟，微信公众

平台最近推出的数据统计功能完善了图书

馆移动服务的业务渠道，提高了公众平台

在用户管理、群发消息等方面的服务水

平。与微博等其他渠道相比，微信公众平

台更具互动性，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方

式促进了图书馆信息的流通，实现双方同

步即时的在线交流，自动回复功能的运用

既方便了用户的信息查询，又节省了图书

馆方面的人力和时间，方便了与用户的交

流沟通，提升用户体验。微信为图书馆移

动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业务渠道，利用便

利的第三方数据分析应用进行更为精确完

善的移动服务，有效地促进了移动服务的

扩大延伸，推动新时代图书馆业务的深刻

变革。 

微信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年

轻一代的交流方式，微信在图书馆移动服

务的应用扩大了图书馆移动业务的外延，

降低了公众介入图书馆移动服务的门槛，

保证了广大群众普遍平等地接受图书馆移

动业务的权利，扩大了图书馆移动服务的

受众人群，加快移动服务的推广和普及。

微信有着强劲的社交互动性、高度客户粘

合度与下载注册的快速便利性等特点，支

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数据网络、跨操作系

统平台，支持图片、语音、文字和视频的

发送，支持多人群聊，支持通过从 QQ 好

友和手机通讯录、扫描二维码、搜索微信

号、摇一摇等方式添加好友，让人们之间

的交流更为畅通方便，从而为图书馆移动

服务提供庞大的用户基础，加上手机终端

的发展，微信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必备软

件之一，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出使其应用价

值更为明显，降低了公众介入图书馆移动

服务的门槛，丰富了图书馆移动业务的功

能，推动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总结起

来，微信的功能特点是操作简便，限制性

低，形式多样，受众面广，信息资源丰

富，符合图书馆移动服务的推广需求。 

三、 电子阅读器阅览和外借服务 

近几年，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已经通过

开展电子阅读器阅读和外借服务，提高了

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

率。2009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首次引进汉

王电纸书向读者提供免费的“数字移动阅

读”服务。随后，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等图书馆陆续开通了“电子阅读器外借

服务”和“移动阅读体验区”。2013 年，

上海图书馆与盛大文学共同推出“云中上

图”，可向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移动端借

阅平台，涵盖大量的原创小说和传统经典

电子书资源，同时基于传统的借阅模式，

支持多种移动终端设备。 

四、立体化阅读指导 

 打造立体化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

能力。立体化阅读指导是指图书馆融推荐

图书、组织讲座、观看视频、举办展览、

与读者互动等多种形式为一体，全方位、

多层次地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以达到良

好的阅读效果。 

     1、加强精品图书推荐，引导学生读好书 

    引导阅读对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具有

重要的意义。高校图书馆在做好新书通

报、书目推荐等传统服务的同时，应利用

网络技术加强阅读的导读服务，引导读者

多读书、读好书。在推荐图书内容上，精

选好书，对不同层次的读者进行有针对的

主动推荐;在推荐图书形式上，拓展服务形

式，加强网络导读、短信推送等。 

2． 进行读者培训 

通过读者培训，引领读者阅读方向。

读者培训是图书馆读者服务中的重要内

容，是培养读者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随

着时代的发展，阅读形式多样化、信息来

源多元化以及丰富的馆藏、海量的网络资

源，都对读者阅读习惯、学习研究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高校图书馆

有必要对广大师生进行阅读指导，帮助读

者解决阅读变革带来的问题及困惑，使读

者快速融入新的信息环境。高校图书馆的

读者培训形式应不断创新，在做好新生入

馆教育、检索选修课、数据库培训等传统

的培训方式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读者的

需求变化，增加新的培训方式，如定期培

训、预约培训和嵌入式培训等。读者的培

训内容上也要不断延伸。 

    3、加强与读者的阅读互动，提高读者

阅读兴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读者希望在阅读

的时候能和朋友交流分享，于是以读者为

核心，强调分享、互动、传播和社交的社

会化阅读模式应用而生。社会化阅读使得

阅读在二次以及多次传播中，实现阅读价

值的无限放大。高校图书馆应改变以往依

靠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导向开展阅读指导服

务，可以建立社交网络平台，让读者在交

流互动中寻找所需要的阅读信息，同时满

足读者“信息创建者”的价值需求。近

年，高校图书馆也在阅读的互动交流服务

方面开始探索，如，南京大学等图书馆 

OPCA 提供与豆瓣网的互通，读者可以通

过豆瓣网查看其他读者对图书的评价信

息，还可以通过 OPCA 系统上传书评，与

其他读者分享阅读心得。哈尔滨工业大学

图书馆开通了“燃想读书社交网络”，可

以将喜欢的图书推荐给好友，把想读的图

书进行收藏，也可以及时评论阅读过的图

书，并通过书友圈将图书、评论以微博的

形式和网友进行讨论。复旦大学等图书馆

通过移动图书馆平台可以实现写书评、做

批注、记笔记、发微博等全新的读者互动

体验，方便读者随时随地记录、表达、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学习心得。 

    4、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建设高校校园

阅读文化，是高校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

近年来，全国很多高校（下转第三版） 



2015年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 

培训讲座成功举办 

        为了使新同学能尽快了解、利用我校的各种文献信息资

源，较好的掌握并规范其使用方法，图书馆于2015年9月21日

---9月30日，分8天于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了新生入馆专题培

训。 

        培训的内容主要以图书馆藏布局、各类载体的文献类

型、图书馆服务、图书

馆的使用制度等为主，

采用播放教育课件配合

讲解录音一天五场循环

播放的形式，生动活泼

地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

作用，受到了广大本科

新生的热烈欢迎。 

（数字资源 高峰） 

（上接第二版）图书馆均相继开展了“读

书节”、“读书周”、“读书月”等系列

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类型也很丰富，包括

讲座、征文大赛、摄影大赛、优秀读者评

选、图书漂流、知识竞赛等。高校图书馆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旨在通过活动激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读者参与程度是活动能够取

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因素。活动能不能吸引

读者的目光关键在于活动的主题是否切合

大学生读者的需求。这就需要图书馆在继

承传统活动内容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活动

主题，创新新型活动形式。不少高校图书

馆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尝试，如: 清华大

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图书馆举

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通过与“真人

图书”面对面交流，体验分享“书籍”的

情感和经历。移动图书馆服务正成为未来

阅读新的增长点。因此，高校图书馆有必

要加强移动阅读服务的宣传推广，使更多

的读者体验到移动阅读的乐趣。高校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

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创新，使之常态化。这

就需要将阶段性阅读推广活动和常规性阅

读推广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持久地引导，

开展有特色的推广活动，利用新媒介推介

阅读模式，激发师生阅读热情，调动读者

阅读积极性，吸引读者参与进来。 

              （情报所  付来旭摘编） 

文法学院对外汉语 12-2     张蒙蒙 

信息学院计科（高职）14-1  吴现玲 

信息学院计科（测试）14-1  方 涵 

工商管理学院人管12-1      孙 珊 

优秀奖（二十七名） 

名单略 

                                        

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书馆 

                  2015年6月26日 

一等奖（五名） 

信息学院物联网14-1        韩心怡 

信息学院计科（外包）14-1  李天宁 

工商管理学院人管14-2      王素娟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13-2      张文燕 

食工学院食品12-2          张孚番 

二等奖（八名） 

食工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12-2董婷君 

理学院应用统计学14-2      冷 爽 

信息学院物联网13-1        张英明 

生物工程学院酿酒14-1      徐淑敏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印刷14-1李继壮 

食工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14-3孙育祥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14-2   孙 彤 

食工学院食品12-2          胡京津 

三等奖（十名）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气13-1  崔海路 

外国语学院英语13-2        宋汶芳 

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13-1  谢慧娟 

工商管理学院财专14-1      李 彤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外包14-2  王月明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皮革14-1 张 妮 

齐鲁工业大学2015读书节之“一封家书——乡土、乡音、乡情”征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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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读沙龙于2014年5月20日在探索中起步，在校内

外多位学人的扶持和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图书馆领

导的关怀、指导下，至今年九月已成功举办36期。多期

讲座都在书友中引起较大反响，如今年举办的文法学院

陈京伟博士主讲的《孔子与易经的智慧》，文法学院于

海峰博士主讲的《<论语>中的人际交往》，宣传部副部

长车清文主讲的《捧读知书香》，文史学者、作家郑连

根主讲的《春秋战国的“士”和文化觉醒》，文法学院

副院长宋彦教授主讲《学贯中西，不忘初心—白先勇的

艺术世界》，轻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聂聪副教授主讲的

《啤酒溯源》,文法学院副院长张青副教授主讲的《清

风明月话中秋》等等。从第一期的盲人摸象到今天的羽

翼渐成，悦读沙龙凝聚了众多人士的辛勤汗水，我们相

信在众人的努力下悦读沙龙在将来定会日臻完善，成为

工大书友的最爱。 

（情报所  郑东伟） 

悦读沙龙简讯 



         相逢在图书馆是我们的缘分，是一种由知识和书籍牵起的缘分。当你在图书馆这个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的时

候，你可曾感到幸运？面对那一本本爱不释手的书籍，你可曾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那么，就让我们来共同设计

读书之旅吧，让你我在知识的天空里飞得更高更远。 

         作为图书馆员，“为读者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们非常欢迎你们——齐鲁工大学子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因为有了你们的参与，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明天才会因而变得更加美好。 

         今天，我们建起《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平台，是架起你我之间信任和理解的桥梁；是我们平等交流沟通的渠

道，也是我们共同耕耘的园地！ 

         同学们，参与我们的互动专栏《图书馆与读者》，为她茁壮成长，也为你我的读书之旅更加精彩，共同努力吧！

我们约定：在书海的跋涉中，我们携手前行！（办公室  崔灵芝） 

走得再远，风都会寄托思念，离开再久，时间都斩不断

牵连。我们站在不同的远方守望，所有的目光汇聚在一个地

方，那是故乡，是梦开始的地方。 

去年9月份入学的时候学校举行了“带一抔家乡土，乡土

不离，满怀感恩拓桑梓”的活动，阴差阳错的，我从老家带

来的那一捧土没有交上，算是一种缘分吧，从那之后，我把

它留在了身边，会偶尔拿出来看一看，那是母亲亲手从地里

挖出来给我带上的，每当看到它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捧土有

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好像凝聚了太多的养分，在每一个远离

故乡的日夜间悄悄地培育着踏实感，散发着我记忆里那片黄

土地的温暖。 

它是一捧土，它是一个故乡的浓缩，是一个母亲对女儿

的牵挂与不舍，也是一个游子在外需要避风港湾时的安慰和

无尽的思念。 

犹记余光中的《乡愁》，情真意切，字字敲在了每一个

游子的心尖上，发出令人沉默与深思的回响。故乡在每一个

人的心上打下了深深地烙印。春天，它散发故乡的花香弥

漫；夏天，它带来故乡的微风清凉；秋天，它飞舞着故乡的

落叶满天；冬天，它展现故乡的一片白雪茫茫。余光中的乡

愁是伟大的，面对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阻隔，可是却豪不

怯弱，艾青不也高喊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吗？在他的眼里，那来自林间的黎明都

无比温柔，这是对祖国这个故乡的一种崇高的爱。相对来

说，我们的“乡愁”是那么渺小与微不足道，不足以影响世

人，但又是那么至关重要，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手边放着盛在袋子里的那一捧

土，它看起来与济南、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土并没有什么不

同，其他人总是这样认为，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独一无

二，它弥足珍贵，我把它当作了心灵的土壤并在上面种植了

叫“故乡”的种子，用思念灌溉，看着它在我身边慢慢长

大。 

有人会说，离开故乡的时间里，只能活在想象中。你踏

上了另一片土地，故乡那片土地虽然不在脚下，却被装进了

心里，所以脑海中时常浮现与它相伴时的光景。你在时，你

是一切，而你不在时，一切是你。这原是人与人之间的形

容，但在这里我想把那个“你”当作故乡，是在我离开你

时，看到任何东西，包括这捧土时都能想起的故乡，所以我

还并未远离。 

其实人们最容易把对故乡的情浓缩成对家的思念，龙应

台在《目送》里说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

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那一端，看着他

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每一个离乡的游子记忆里都有“目送”，于我，

那记忆的深处最珍贵的一刻是母亲手捧那一捧泥土时脸上的

微笑和我离开时家门前站着的瘦削的身影，那成了我现在每

一个想家的夜晚都会轻轻触碰的最美的画面。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们虽离开家，但我们

共赏一轮明月，共同仰望同一片天空。我们虽离开那里，但

会托清风把问候带去。每一次微风拂面，那是故乡的爱在轻

轻地亲吻你的脸庞。今夜，我想起了你。  

王素娟（工商管理学院）   

（本文获齐鲁工业大学2015读书节之“一封家书——乡土、

乡音、乡情”征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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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想起你 

相逢在图书馆是我们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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