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年度报告

年度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三水区图书馆位于三水西南街道文峰东路现馆舍位于

三水西南街道文锋东路，占地面积 3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100 平方米，现有阅览座位 300 多个，设阅报厅、期刊阅览

室、视障阅读区、少儿阅览室、图书外借处、资料参考室、

数字资源电子阅览室、自学室、地方文献资料室等多个阅览

功能室。

2020年，三水区图书馆全年读者到馆量为20.49万人次；

文献外借量为 17.7 万册次；新增注册读者 4372 人，累计注

册读者 69478 人；新增文献 5.09 万册，累计馆藏达 42.75

万册；为公众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59797 次；举办读者活动 109

场，参与活动人次 11265 人次；数字资源下载、浏览量为 53.7

万次。



表 1-1 2021 年三水区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服务情况表

类别 内容 数据

资源

实体文献
总藏量 427515 册，其中：

古籍 3500 册，报纸、期刊 34525 册，音像制品 643 件。

数字资源 外购商业数据库 3个，自建数据库 1个，资源总容量 3.5T。

据服务数

读者到馆量 20.49 万人次

文献外借量 17.7 万册次

注册读者量 6.95 万人

读者活动量 109 场

年份 2019 2020

在编人员（人） 17 19

财政拨款（万元） 608 1625

实体文献、数字资源购置经费（万元） 178.97 143.89

总藏量（万册） 39.35 42.75

读者到馆量（万人次） 48.19 20.49

年新增注册读者量（万人） 0.7597 0.4372

累计注册读者量（万人） 6.51 6.95

年文献外借量（万册次） 26.58 17.7

读者活动场次（场） 185 109

读者活动人次（万人次） 24277 1.1265



二、部门设置

三水区图书馆总馆实行三级管理，馆长办公室下设 6 个

部门和 3 个服务窗口。六个部门包括综合办公室、外借部、

少儿外借部、对外辅导部、信息技术部、采编部。3 个服务

窗口包括一楼少儿阅览区、地方文献阅览区、二楼外借阅览

区。

综合办公室 履行政策规章、文秘、人事、政务公开等管理

职责，统筹和综合协调全馆性工作。负责馆内党务与工会日

常工作；负责意识形态管控工作；负责全馆安全生产及消防

安全工作；负责内控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工作；负责馆内

各项招投标监督与管理工作；负责组织、人事、档案管理工

作；负责图书馆理事会日常工作；负责单位财务决算及各类

统计工作；负责全馆环境卫生、后勤保障等后勤工作。活动

策划组负责履行组织阅读推广活动和全馆宣传推广工作的

职责。负责策划、组织实施全馆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

展览等工作；负责馆内及全区自助馆宣传推广信息发布工

作；负责图书馆信息发布工作；

外借部 履行普通文献资源的流通和管理职责。负责二楼外

借书库文献入藏、流通、保管、商家与日常开放工作。负责



报刊征订、数据录入、合订报刊的整理与装订工作。负责书

刊印象资料借阅的规划与组织工作，开展视障读者服务，负

责书刊排架的检查与监督管理。负责图书馆信息咨询与地方

文献的管理与推广职责。负责面向社会的信息咨询与参考服

务，统筹全馆信息咨询服务。

少儿外借部 履行普通文献资源的流通和管理职责（青少年

书籍及儿童绘本）。负责少儿区域文献入藏、流通、保管、

上架与日常开放工作。负责少儿报刊征订、数据录入、合订

报刊的整理与装订工作。负责书刊印象资料借阅的规划与组

织工作，开展视障读者服务，负责书刊排架的检查与监督管

理。

对外辅导部 负责履行总分馆管理职责，负责全区自助馆、

服务点的建设、运营管理、安全应急相应工作。负责全区总

分馆业务的知道和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制定总分馆业务标准

和服务规范；负责指导和支持区域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负

责为全区各分管和服务点的日常维护管理和图书配送。负责

志愿者活动开展与管理。

信息技术部 履行图书馆信息技术支撑与保障职责。负责全

馆计算机系统、网络设施、存储设备的建设和运行维护；负

责馆内网络服务统筹工作；负责图书馆网站的技术支持；负



责区域内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工作；负责多媒体阅览室

网络与设备的维护工作；负责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安全使用。

负责总分馆数据管理与维护工作。

采编部 履行总馆的文献资源采访、编目与验收职能。负责

全馆纸质文献采访计划的制定和纸质文献加工、编目工作；

负责对各分馆文献采访进行指导和监督工作；负责图书供应

商服务的监督工作，保证书目数据规范化；负责总馆读者捐

赠图书的登记、分编工作；负责总分馆数目数据库和采编业

务数据库的规范化管理与维护工作。负责地方文献、古籍等

征集、保存工作。负责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

地方文献阅览区 负责图书馆信息咨询与地方文献的管理与

推广职责。负责特藏室及地方文献的日常开放工作。

三、工作团队

【综述】截至 2020 年 12 月，三水区图书馆共有事业编员工

13 人，编外 4 人，共 1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7 人。

三水区图书馆职工职称情况

职称层次

中级职称 9 52.94%

初级职称 8 47.06%



其他（未取得职称） 0 0.00%

三水区图书馆职工性别、年龄、学历、职称情况

类别 人数（人） 所占比例（%）

性别结构

男性员工 7 41.18%

女性员工 10 58.82%

年龄结构

35 岁及以下 4 23.53%

36 岁至 45 岁 4 23.53%

46 岁至 55 岁 9 52.94%

56 岁及以上 0 0.00%

学历层次

本科学历 11 64.71%

大专学历 6 35.29%

四、工作总结

沐浴书香 共同战疫

推动全民阅读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三水区图书馆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

复杂多变的环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从加强载体建设，打造图书品牌活动，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

着手，发挥图书馆“倡导读书，组织读书，服务读书”的平



台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一、2020 年工作总结

三水区图书馆 2020 年借阅图书 17.69 万册次，采购新

书 5 万多册，开展各类公益阅读活动 100 多场次，参与活动

读者 1.1 万人次。新开办借书证 4 千多个，累计 7.1 万多个。

(一）加强基础建设，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一是加快推进新馆建设工作。新馆建设从 2018 年开始

介入及谋划，形成了新馆配套项目方案，争取了 1390 万元

的财政资金支持，用于新馆装修提升工程。2019 年新图书馆

信息化建设项目获批约 2100 万元经费，目前已完成新图书

馆配套项目装修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装修图纸设计、

审图，预算编制及审核、招标工作基本完成。新图书馆信息

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系统设计、招标工作已完成。家具

用具已完成资金审核手续，正开展招标工作。物业管理等筹

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 2020 年 12 月基建工程、信息化建设

等同时进场施工，工期为 4 个月。

二是着力完善总分馆制。总分馆应因地制宜，积极紧

跟时代，推陈出新。发挥总馆的资源优势，定期对分馆进行

业务指导培训。除此之外总分馆联动开展“绘享文化 科创

未来”三水区图书馆 2020 年总分馆共建共享系列活动。通

过开展近 22 场具有镇街地方特色的亲子阅读及科技推广课

程，形成服务活动化，引导当地居民积极参与阅读、爱上阅

读，共同营造多元、丰富的书香文化氛围，打造具有本土特

色的阅读盛会。

目前以三水区图书馆为总馆，同时联合西南、云东海、



白坭、乐平、芦苞、大塘、南山等 7 个镇（街道）文化站组

成分馆，各镇街分馆下辖 3 个服务点，共 21 个服务点的总

分馆服务体系，不断延伸其服务半径，扩大其辐射范畴，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打通了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资源整合及联动效应彰显。

三是全面落实疫情联防联控措施。为了做好应对新冠疫

情的防控工作，保障读者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我馆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起关闭了所有场馆，期间免除外界文献逾

期费用，3 月 17 日起三水区图书馆有序开放，为了重新开馆

做了充分准备，指定了《佛山市三水区图书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处置应急预案》等文件，明确场馆恢复开

放的各项工作要求，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培训和恢复

开馆模拟演练，保证每位工作人员熟悉岗位职责。同时分别

在总馆、明富昌分馆及洲边分馆加装消毒、体温检测设备，

保证图书及环境的清洁及安全。

(二）资源融合，积极探索新模式稳步推进阅读推广工

作

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我馆主要以线上形式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

1.“你我同读 共迎小康”——“新时代领诵者”

我馆参与了佛山市图书馆特别策划的 2020 年“新时代

领诵者”活动，三水区对口合作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阅读

推广组织以“跨地区共读”的形式，凝聚决胜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传递脱贫攻坚好声音，共同奏响小康时代的奋进旋

律。读者的每一次发声都将会兑现成送往贫困地区的一册图



书。为了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活动，我馆另外增设了奖励，

包括参与活动的读者可获得礼品一份；前 200 位（仅限参与

三水区朗读阵营的）参与读者更可获得由价值 100 元的购书

卡。获优秀奖的读者可获得价值 1000 元的购书卡。给力的

奖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参与。

2.我的图书，我选择

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我馆推出线上和线下的“我的图

书，我选择”活动。线下，在实体书店设立“现采现借”服

务点，读者通过关注我馆官方微信后在书店现场选择心仪的

图书一册，由图书馆现场采购后借给读者，读者阅后归还图

书馆。归还的图书将继续在中心馆和自助馆提供给市民借

阅。线上，联合数据公司与喜马拉雅携手推出 100 本付费有

声专辑，读者通过扫码或点击三水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 100 本书里投票挑选自己最喜欢的 12 本书;投票活动结束

后，票数最高的 12 本书会变成一个心愿书单，读者可以免

费领取价值 3000 元的心愿书单阅读礼包，每一份心愿书单

阅读礼包费用由图书馆买单。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共有

2300 多人次参与。

3.“图书馆+家庭”形式。三水区图书馆一直以来大力

推进“图书馆+家庭”阅读模式，去年六月加入市的“邻里

图书馆”示范推荐项目后，更是积极向区内家庭发起“书香

家庭”的招募活动，邀请爱读书的家庭设立家庭图书馆，延

伸阅读空间。截止 2020 年 11 月，我馆已招募 48 户邻里图

书馆家庭，邻里图书馆馆长们累计从区图书馆借书 9000 册，

向身边亲朋好友转借图书近 2000 册，召集左邻右里举办活



动达 75 场，服务读者人数数千人，有效丰富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

“邻里图书馆”项目在去年推广过程中摸索了与“阳光

校园”项目相结合的馆校合作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把邻里

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和学校学生阅读相结合。但由于疫情原

因，这种模式直到今年下半年才得以实施。这种模式的第一

站走进了侨附，在该校我馆发动并招募了二十位老师以家庭

的身份申请加入邻里图书馆。二十户家庭共借阅了我馆 4000

册图书。各位老师利用这批图书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

活动。该模式除了惠及每位老师的邻里朋友外还惠及了全校

的师生，同时也切切实实地大幅增加了我馆的借阅量。

三水区图书馆管辖的"点点星光邻里图书馆"因其在借

阅服务和阅读推广活动中表现优秀、服务成效显著，荣获市

“五星级邻里图书馆”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我馆推荐的“书

香家庭”（戴天家庭）获得了全国第三届“书香之家”的称

号，这是我区首个获此荣誉的家庭。

4.阳光校园系列活动

“书香家庭”评选是 2019 年阳光校园系列活动新增加

的一项活动。今年“六一”儿童节的上午，我馆带着价值近

2 万元的图书资源走进下东鲁小学，现场分别为荣获 2019 三

水区图书馆阳光校园系列活动“书香家庭”称号的家庭及“阅

读之星”的学生颁发奖状和购书卡。我馆今后也会在区内其

他学校开展“书香家庭”评选活动，以此为切入点探索“邻

里图书馆”项目开展的三水模式，也以此来搭建我区的“图

书馆+家庭”的服务体系，培养良好的阅读家风，推进全民



阅读。

6 月 1 日晚，我馆联合东方书城邀请曹文轩在线上开课，

为孩子们送上了一节写作课。与大作家近距离接触相信这会

是孩子们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曹文轩结合自己的新书《寻

找一只鸟》分享写作技巧，帮助亲子家庭破解写作困局。当

天晚上以加入微信群的形式进行直播，近 1600 多位读者参

与了本次直播活动。

今年下半年的十一月起，阳光校园系列活动还作了新的

尝试：将科技与阅读相结合，举办“阳光校园”之“科技与

文化交融，快乐科学校园行”系列活动，将阅读和科普资源

同时带进了学校，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农村学校和外来务工子

女集中的学校。这也是受我馆品牌活动“小小科学家”自推

出以来备受欢迎的启发。该活动通过自然科学，创客文化，

智能机器、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以科学实验为载体，让孩

子们在丰富且多样的实验中受到科学启迪，为孩子们提供了

与科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同时融入阅读以及有趣的“阅读

大讲堂”。科技与阅读的结合不仅为孩子们拓展了知识面，

也为孩子们打开阅读之窗，开启科学之行，点燃小小少年科

技梦。该活动预计将有近 2500 位小朋友参与。创新科技与

文化的交融，除了在校园营造良好的阅读及爱科学的氛围

外，我馆还希望在资源相对缺乏的学校开展自然科学、创客

文化与智能机器的公益课堂，助力小朋友的科技梦。

2019 年 8 月我馆在全区中小学开展了“祖国颂”有奖征

文活动，最后共征集了来自 30 所中小学学生的稿件 889 份。

为了更好地展示本次活动的获奖作品，今年 5 月开始我馆在



微信公众号分期展示，获奖作品的展示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关

注。

资源建设

一、文献资源建设综述

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读者需求提高了，近几年，

三水图书馆的实体文献购置经费大幅增加。图书、期刊、报

纸的购置经费在 2018--2020 年期间均超过 100 万元。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和《佛山市联合图书馆中文图

书采访规则》的指引下，三水区图书馆 2021 年的文献资源

建设工作有了很大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实体文献资源及数

字资源馆藏，为三水的图书馆室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

年文献购置经费及年入藏量

年份 年新增文献购置经费 年入藏量

图书及音像制品

（万元）

期刊、报纸

（万元）

图书

（万册）

音像制品

（万件）

期刊、报纸

（万册）

2019 165.6 13.37 4.1307 0 2.0646

2020 129.9 13.99 3.709 0 2.0044



二、文献入藏统计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新入藏普通中文图书 19520 种

50920 册。征订期刊 309 种期刊 587 份 6837 册，征订报纸

39 种 87 份。

三、入藏文献分析

（一）入藏文献复本分析

2020 年度，三水区图书馆入藏图书及音像制品共 19589

种 50920 册，平均复本为 2.6 册，符合《佛山市联合图书馆

中文图书采访规则》。

（二）入藏文献学科类型分析

2020 年度，三水区图书馆入藏文献包括了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 22 个大类的藏书。社会科学类新增文献占比 64.1%，其

中文学类、文化教育科学类、历史地理类新增文献量最大；



自然科学及综合类新增文献占比 25%，其中工业技术、医药

卫生、生物科学此 3 类新增文献量最多。和 2019 年基本相

同。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入藏文献类别统计

文献类别 种数 种类占比（%） 册数 册数占比（%）

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

55 0.28% 107 0.21%

B|哲学、宗教 1065 5.46% 2195 4.31%

C|社会科学总论 330 1.69% 673 1.32%

D|政治、法律 477 2.44% 958 1.88%

E|军事 125 0.64% 259 0.51%

F|经济 740 3.79% 1465 2.88%

G|文化、科学、教育、

体育
1705 8.73% 3695 7.26%

H|语言、文字 375 1.92% 838 1.65%

I|文学 8406 43.06% 21774 42.76%

J|艺术 1609 8.24% 2977 5.85%

K|历史、地理 1451 7.43% 3250 6.38%

N|自然科学总论 86 0.44% 204 0.40%

O|数理科学和化学 82 0.42% 162 0.32%

P|天文学、地球科学 192 0.98% 382 0.75%

Q|生物科学 346 1.77% 762 1.50%

R|医药、卫生 632 3.24% 1250 2.45%

S|农业科学 201 1.03% 394 0.77%

T|工业技术 901 4.62% 1668 3.28%

U|交通运输 70 0.36% 128 0.25%

V|航空、航天 39 0.20% 74 0.15%

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52 0.27% 88 0.17%

Z|综合性图书 272 1.39% 743 1.46%



其他 309 1.58% 6874 13.50%

合计 19520 100.00% 50920 100.00%

（三）入藏文献情况分析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新增藏量最多的 5 大类别依次为

文学类、文化教育科学类、历史地理类、艺术类、哲学宗教

类。我馆以现场采购为主，此表说明书商的书籍普遍适合读

者的口味，基本为畅销书，畅读书为主。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入藏文献排名（按册数）

文献类别 种数 种类占比（%） 册数 册数占比（%）

I|文学 8406 43.06% 21774 42.76%

其他 309 1.58% 6874 13.50%

G|文化、科学、教育、

体育
1705 8.73% 3695 7.26%

K|历史、地理 1451 7.43% 3250 6.38%

J|艺术 1609 8.24% 2977 5.85%

B|哲学、宗教 1065 5.46% 2195 4.31%

T|工业技术 901 4.62% 1668 3.28%

F|经济 740 3.79% 1465 2.88%

R|医药、卫生 632 3.24% 1250 2.45%

D|政治、法律 477 2.44% 958 1.88%

H|语言、文字 375 1.92% 838 1.65%

Q|生物科学 346 1.77% 762 1.50%

Z|综合性图书 272 1.39% 743 1.46%

C|社会科学总论 330 1.69% 673 1.32%

S|农业科学 201 1.03% 394 0.77%



P|天文学、地球科学 192 0.98% 382 0.75%

E|军事 125 0.64% 259 0.51%

N|自然科学总论 86 0.44% 204 0.40%

O|数理科学和化学 82 0.42% 162 0.32%

U|交通运输 70 0.36% 128 0.25%

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

55 0.28% 107 0.21%

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52 0.27% 88 0.17%

V|航空、航天 39 0.20% 74 0.15%

合计 19520 100.00% 50920 100.00%

基础服务报告

一、读者到馆情况

全年接待读者仅 20 万人次

2020 年，突发疫情，全民防疫。受疫情影响，我馆的读

者量大减，比 2019 年减少半数有多。一来进馆限制多了；

二来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疫情的磨练下增强很多，以前拖

父带母，一家 N 口到图书馆蹭书的情况减少了。即便在疫情

里，读者们读书的热情不减，我们的年借阅总量达到 176997

册，接近 20 万册次，仅比 2019 年减少 25%。



2020 年进馆人数情况变化

2019 年 2020 年 比例

到馆人数 481948 204926 -57.48%

二、注册读者情况

（一）注册读者量减少

疫情严峻，到馆人数锐减，我们馆的新办证数量也随之

减少，得力于“阳光校园”活动，通过与学校合作，开展校

园现场借阅活动，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的新证开通量。2020 年，

三水区图书馆累计注册读者量为 69478 人，新增注册读者数

为 4373 人。

2020 年新增读者统计表
1 月办
证数

2 月办
证数

3 月办
证数

4 月办
证数

5 月办
证数

6 月办
证数

7 月办
证数

8 月办
证数

9 月办
证数

10 月
办证数

11 月
办证数

12 月
办证数

合计

891 0 26 54 52 690 276 175 136 1077 146 850 4373



（二）成年读者是我馆读者的欠缺

从读者的年龄层分布来看，2020 年累计注册读者年龄层

分布与 2019 年基本一致，其中学龄段的学生读者为最大读

者群体，占全馆累计注册读者量的 58.50%。成年读者的比例

很低，25 岁到 60 岁工作中的成年读者，仅占全体读者的

22.43%。

年龄段
2020 年

累计注册量（个） 占比（%）

0--3 岁 9 0.01%

4--6 岁 182 0.26%

7--10 岁 8690 12.51%

11--12 岁 7216 10.39%

13--15 岁 13252 19.07%

16--18 岁 11293 16.26%

18--20 岁 5205 7.49%

21--25 岁 6070 8.74%

26--30 岁 2135 3.07%

31--40 岁 5507 7.93%

41--45 岁 3444 4.96%

46--50 岁 2859 4.12%

51--60 岁 1632 2.35%

61--70 岁 537 0.77%

71--80 岁 387 0.56%

81--90 岁 99 0.14%

90--100 10 0.01%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累计注册读者年龄层分布



三、外借服务情况

（一）文献外借量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

由于 2020 年的严峻疫情，无论是外出的风险、便利都

大不如前，三水区图书馆年文献外借量为 17.7 万册次。比

2019 年降低了 33.41%。

（二）读者爱好的文献类型变化不大

从分类号来看，2020 年文献外借量最大的类型是：I 类

（文学）、J 类（艺术）、G 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其中 I 类（文学）图书最受读者欢迎，占全年文献外借量一

半以上，远超其他类型图书。

2020 年三水区图书馆文献外借量

分类 2020 年

A|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158 0.09%

B|哲学、宗教 2550 1.44%

C|社会科学总论 1260 0.71%

D|政治、法律 763 0.43%

E|军事 693 0.39%

F|经济 1975 1.12%

G|文化、科学、教育、

体育
13968 7.89%

H|语言、文字 5647 3.19%

I|文学 92978 52.53%

J|艺术 17337 9.80%



K|历史、地理 12179 6.88%

N|自然科学总论 1986 1.12%

O|数理科学和化学 985 0.56%

P|天文学、地球科学 1893 1.07%

Q|生物科学 3951 2.23%

R|医药、卫生 1901 1.07%

S|农业科学 468 0.26%

T|工业技术 2316 1.31%

U|交通运输 360 0.20%

V|航空、航天 417 0.24%

X|环境科学、安全科

学
423 0.24%

Z|综合性图书 8687 4.91%

空白格 4102 2.32%

合计 176997 100.00%

读者活动报告

一、活动概况

三水区图书馆开展各类公益阅读活动 111 场次，参与活

动读者 1 万多人次。三水区图书馆强化重点项目，全民阅读

推广不断深入。现就 2020 年阅读推广情况做以下总结：

积极探索新模式稳步推进阅读推广工作，鉴于今年的特殊疫

情情况，三水区图书馆上半年主要以线上活动为主，进入疫

情常态化时期后，我馆恢复开展线下阅读活动。



二、活动情况介绍

1、“你我同读 共迎小康”——“新时代领诵者”

我馆参与了佛山市图书馆特别策划的 2020 年“新时代

领诵者”活动，三水区对口合作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阅读

推广组织以“跨地区共读”的形式，凝聚决胜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传递脱贫攻坚好声音，共同奏响小康时代的奋进旋

律。读者的每一次发声都将会兑现成送往贫困地区的一册图

书。为了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活动，我馆另外增设了奖励，

包括参与活动的读者可获得礼品一份；前 200 位（仅限参与

三水区朗读阵营的）参与读者更可获得由价值 100 元的购书

卡。获优秀奖的读者可获得价值 1000 元的购书卡。给力的

奖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参与。

2、我的图书，我选择

鉴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我馆推出线上和线下的“我的图

书，我选择”活动。线下，在实体书店设立“现采现借”服

务点，读者通过关注我馆官方微信后在书店现场选择心仪的

图书一册，由图书馆现场采购后借给读者，读者阅后归还图

书馆。归还的图书将继续在中心馆和自助馆提供给市民借

阅。线上，联合数据公司与喜马拉雅携手推出 100 本付费有

声专辑，读者通过扫码或点击三水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在 100 本书里投票挑选自己最喜欢的 12 本书;投票活动结束

后，票数最高的 12 本书会变成一个心愿书单，读者可以免



费领取价值 3000 元的心愿书单阅读礼包，每一份心愿书单

阅读礼包费用由图书馆买单。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共有

2300 多人次参与。

3、“图书馆+家庭”形式。三水区图书馆一直以来大力

推进“图书馆+家庭”阅读模式，去年六月加入市的“邻里

图书馆”示范推荐项目后，更是积极向区内家庭发起“书香

家庭”的招募活动，邀请爱读书的家庭设立家庭图书馆，延

伸阅读空间。截止 2020 年 11 月，我馆已招募 48 户邻里图

书馆家庭，邻里图书馆馆长们累计从区图书馆借书 9000 册，

向身边亲朋好友转借图书近 2000 册，召集左邻右里举办活

动达 75 场，服务读者人数数千人，有效丰富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

“邻里图书馆”项目在去年推广过程中摸索了与“阳光

校园”项目相结合的馆校合作新模式，很好地实现了把邻里

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和学校学生阅读相结合。但由于疫情原

因，这种模式直到今年下半年才得以实施。这种模式的第一

站走进了侨附，在该校我馆发动并招募了二十位老师以家庭

的身份申请加入邻里图书馆。二十户家庭共借阅了我馆 4000

册图书。各位老师利用这批图书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

活动。该模式除了惠及每位老师的邻里朋友外还惠及了全校

的师生，同时也切切实实地大幅增加了我馆的借阅量。

三水区图书馆管辖的"点点星光邻里图书馆"因其在借



阅服务和阅读推广活动中表现优秀、服务成效显著，荣获市

“五星级邻里图书馆”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我馆推荐的“书

香家庭”（戴天家庭）获得了全国第三届“书香之家”的称

号，这是我区首个获此荣誉的家庭。

4、阳光校园系列活动

今年“六一”儿童节的上午，我馆带着价值近 2 万元的

图书资源走进下东鲁小学，现场分别为荣获 2019 三水区图

书馆阳光校园系列活动“书香家庭”称号的家庭及“阅读之

星”的学生颁发奖状和购书卡。我馆今后也会在区内其他学

校开展“书香家庭”评选活动，以此为切入点探索“邻里图

书馆”项目开展的三水模式，也以此来搭建我区的“图书馆

+家庭”的服务体系，培养良好的阅读家风，推进全民阅读。

6 月 1 日晚，我馆联合东方书城邀请曹文轩在线上开课，

为孩子们送上了一节写作课。与大作家近距离接触相信这会

是孩子们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曹文轩结合自己的新书《寻

找一只鸟》分享写作技巧，帮助亲子家庭破解写作困局。当

天晚上以加入微信群的形式进行直播，近 1600 多位读者参

与了本次直播活动。

今年下半年的十一月起，阳光校园系列活动还作了新的

尝试：将科技与阅读相结合，举办“阳光校园”之“科技与

文化交融，快乐科学校园行”系列活动，将阅读和科普资源

同时带进了学校，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农村学校和外来务工子

女集中的学校。这也是受我馆品牌活动“小小科学家”自推



出以来备受欢迎的启发。该活动通过自然科学，创客文化，

智能机器、传统文化等多个主题，以科学实验为载体，让孩

子们在丰富且多样的实验中受到科学启迪，为孩子们提供了

与科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同时融入阅读以及有趣的“阅读

大讲堂”。科技与阅读的结合不仅为孩子们拓展了知识面，

也为孩子们打开阅读之窗，开启科学之行，点燃小小少年科

技梦。该活动预计将有近 2500 位小朋友参与。创新科技与

文化的交融，除了在校园营造良好的阅读及爱科学的氛围

外，我馆还希望在资源相对缺乏的学校开展自然科学、创客

文化与智能机器的公益课堂，助力小朋友的科技梦。

2019 年 8 月我馆在全区中小学开展了“祖国颂”有奖征

文活动，最后共征集了来自 30 所中小学学生的稿件 889 份。

为了更好地展示本次活动的获奖作品，今年 5 月开始我馆在

微信公众号分期展示，获奖作品的展示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关

注。

第五章 大事记

1 月

1 月 18 日，春节活动在我馆大院内举办，活动吸引近 400

位读者参与。

2 月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闭馆



3 月

3 月 11 日，市局领导到我馆视察开馆前的准备工作，提

出多项改进意见和建议。

3 月 17 日，经上级领导同意，班子讨论同意，图书馆于

3 月 17 日恢复限时开放。

3 月 26 日，钱静仪、魏润之代表三水区图书馆前往广东

华伦招标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进行 2019 三水区图书馆创建

示范区图书采购的招投标。按公平公正原则，经专家评审评

选出子包一中标供应商为佛山市东方书城图书有限公司；子

包二中标供应商为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月 27 日，董小燕、钱彦君副馆长在图书馆四楼会议室

现场面试两位应聘人员。

4 月

4 月 29 日，区委宣传部领导到图书馆宣读《关于加强区

文体旅游局下属事业单位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区图

书馆副馆长董小燕进行述职报告。

5 月

5 月 8 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区艳阳、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黄丽明宣读部局关于胡穗欣同志任职报告相关文

件。

5 月 20 日，南海馆馆长一行五人来我馆参观学习。



6 月

6 月 1 日，佛山市三水区举行第三届全国“书香家庭”

颁牌仪式在三水区图书馆举行。三水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

部长李金旺为戴天家庭颁发牌匾。

6 月 1 日，三水区图书馆副馆长应邀参加下东鲁小学“六

一儿童节”活动，为“书香家庭”“阅读之星”颁发奖状。

6 月 23 日，三水区图书馆副馆长胡穗欣、钱彦君参加新

图书馆采购信息化建设服务项目公开招标会。9 家公司参与

招标。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中标。

9 月

9 月 25 日，三水区图书馆领导班子参与新图书馆配套设

施建设招标会。

9 月 27 日，三水区图书馆领导班子带领区图书馆工作人

员，前往顺德、禅城借鉴参观其他书店的书架款式及其装修，

确定新图书馆书架款式及其设计方案。

11 月

11 月 21 日，三水区图书馆领胡穗欣副馆长带队参加联

合图书馆十五周年庆嘉年华活动。

11 月 26 日下午，三水区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胡穗欣、

钱彦君、董小燕在三水区宣传部 6 楼召开新图书馆基建见面

会。



12 月

12 月 1 日，新图书馆配套采购项目选取会在图书馆四楼

会议室举行，三水区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胡穗欣、董小燕、

钱彦君及中层人员参加会议。

12 月 9 日下午，三水区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胡穗欣、钱

彦君在文化中心会议厅召开三水区图书馆新馆装修工程开

工协调会。

12 月 17 日-19 日，三水区图书馆副馆长胡穗欣，员工

魏润之应邀参加 2020 年“广、佛、肇、清、云、韶”六市

图书馆学会联合年会。

12 月 25 日上午，新图书馆项目建设现场工作协调会在

文化中心新文化馆会议室召开，会前与施工单位、文化中心

物业管理公司、原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视察新图书馆项

目建设，区文广旅体局刘会平、区图书馆胡穗欣、钱彦君出

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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