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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时代图书馆的低碳新管理 

丁珊 珊 

随着全球气温增高，气候变化反复无常，地震、 

雪灾、水灾、旱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严 

重威胁全球人民的生活。因此，遏制全球气候变暖， 

拯救地球家园，已成为全球公民的共同责任。2009 

年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把我们推进了 “低碳 

时代”，低碳经济在全球掀起，低碳生活成为一种时 

尚，我校图书馆也积极投身低碳革命，从图书馆的环 

境层面、文献资源的搜集管理层面、学生的阅读层面 

着手，采用多种方法实行低碳管理，减少碳的排放， 

倡导师生低碳阅读，养成低碳的阅读习惯，做一名低 

碳读者 。 

一

、 树立低碳意识，创建低碳环境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创建一个优雅整洁、和谐 

文明而又有浓郁文化气息的绿色环境能够熏陶人、愉 

悦人、感染人。我校图书馆为响应学校创建节约型校 

园的号召，制定了 《图书馆卫生制度》 《读者借阅规 

则》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发放 《读者倡议书》，要求 

全校师生共同行动起来，文明阅读，创建低碳图书 

馆。自觉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尊重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劳动成果，不在图书馆内吃零食、乱扔垃圾，保 

持环境整洁，鼓励学生收集可乐瓶、废纸等可再利用 

资源，将它们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既经济又环保。 

倡导学生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从生 

活点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在 白天尽 

量做到采用自然光，在夏天尽量做到少开空调，多用 

自然风或电扇。节约使用图书馆电梯，平时，除运送 

图书外，尽量减少使用电梯次数或采取上楼用、下楼 

不用的办法来减少用电量。培养学生爱书、惜书的阅 

读习惯，在挑书时要做到轻拿轻翻，不在书上做题， 

不污损、剪裁、撕毁，要保持书刊的美好容颜，延长 

书刊使用寿命。在图书馆墙壁上张贴环保标语，如： 

“今天你低碳了吗?”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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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行，始于足下”等，引导学生树立低碳意识，养 

成你丢我捡护家园的良好生活习惯。在图书馆的角落 

专门设立 “绿色书架”，上面陈列有关环保与健康的 

书籍，供师生阅览，培养学生环保与健康意识。开展 

“过低碳生活，做阳光学子”的教育活动，让每一名 

学生都来关心校园、爱护校园，减少个人的 “碳足 

迹”，做低碳生活的倡导者、宣传者、践行者，共同 

营造一个和谐、文明、低碳的绿色校园。 

二、合理配置书刊，开发二次文献 j 

在文献的采购上，我校进行合理的成本预决算， 

把选书权交给广大师生，发放 《读者调查表》，深入 

了解师生阅读需求 ，结合教育教学信息动态以及学 

校人数、规模及课程等因素，侧重重点学科和专业学 

科书刊的采购，尽量做到品种多、复本少；平装本 

多，精装本少，使有限的资金买尽可能多的书，做到 

合理又经济。适当采购一些电子文献，因为电子文献 

不但价格低廉，传递信息快、容量大、空间省、操作 

方便，而且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生态平衡、起到环保 

作用。及时做好文献的分类编 目，编制专题性的二 

次文献，建立一个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二次文献资 

料库。我校图书馆共有图书l8．3万册，阅览室共有教 

育教学期刊五百多种，学习类报纸几十种，我校图书 

管理员对新到的每本书每一种期刊都仔细审阅、筛 

选，取其精华部分，进行复印、整理、分类，按照教 

育类和学科类将其装订成专题资料汇编，如：教育类 

有 《教学理论》 《教学交流》 《班主任》 《研究性学 

习》等，刊登了新课改的信息动态、学校的教育大 

事、教学活动、各兄弟学校的教学管理经验介绍以及 

教师的论文等，印发给每一位教师和各学科教研组， 

为教育教学提供信息服务。学科类有语文、数学、英 

语、文综、理综，注重介绍当前学科的热门话题和最 

新动态，以及各种比较典型的题型和解题技巧与方法 

等。还为学生编制了一份校刊 《语林拾贝》，刊登经 

典美文、阅读心得、学生发表的文章等；校报 《天中 

报》，刊登学校教育大事、教学活动、教学交流传递 

以及有关课改的新信息、教师推荐的论文等，印发给 

教师和学科教研组。我校二次文献的开发，既方便师 

生又使文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且低碳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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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地方文献，建立网上资源库 

网上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且传播速度快、 

时效性强，建立网上资源信息库，无论是对教师的教 

育教学科研还是对学生的学习都将是一笔很好的财 

富。因此，我校图书馆充分利用这一片沃土，根据教 

育教学动态，结合师生的资料需求，利用多种渠道下 

载一些有价值、品位高，能为教师的教育教学科研服 

务，对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的网上资源，如：教育教 

学信息动态、备课资料、优秀教学课件以及一些比较 

典型、含金量比较高的各学科试题等，有针对性地将 

它们整合、加工，分门别类地进行组织、存储，将对 

应的资料添加到语、数、英、文综、理综、学科竞 

赛、素材资源、优秀案例、精品课件等各类专题数据 

库中，方便师生查找，节约师生上网检索时间。我馆 

还搜集一些对教学科研有参考价值的精品网站、网 

页，如：中国教育网、蓝之韵、悠扬教案网、班主任 

之友、中学语文网等，组成一个网络虚拟资源系统， 

为它们建立快照索引，并归到本馆检索系统的相应类 

别，与原有的相关资源建立有机联系，便于读者快速 

准确查找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相关信息。另外，学 

校因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需要，我馆依托本馆 自身特 

色，本着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宗旨，每年根据 

师生上报的课题，实行跟踪服务，通过各种途径帮助 

学生搜集资料，并进行整理加工，组成一个具有专供 

师生研究课题用的数据库——研究性学习数据库，结 

题后将师生的论文、研究性成果收集整理，形成一个 

具有本校特色的课题资源数据库。除此之外，我馆还 

着力开发地方文献，如：我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佛国仙山，人杰地灵， 

学生经常对我县的风土人情展开研究，因此我馆大量 

收集相关文献，建立一个 “爱我天台”的数据库，对 

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都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各种数据库的建设，不仅方便师生的利用与检 

索，而且运行成本低廉，既节能又环保。 

四、倡导文献互助，开展图书漂流 

据统计，生产1吨纸，大约需要砍伐17棵树木，全 

国每年造纸消耗木材1 000万立方米，纸张的大量消费 

不仅造成森林毁坏，而且因生产纸浆排放污水使江河 

湖泊受到严重污染[2】。我校为了节约购书经费，提高图 

书利用率，有效弥补藏书的不足；也为了减少纸张浪 

费，降低碳的排放量，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倡导校园 

文献互助分享，号召师生读旧书、借书读、换书读， 

组织开展图书漂流活动。漂流图书的来源包括：图书 

馆剔除书籍，或因复本较多而剔除的复本书，从剔除 

书籍中挑选出具有再利用价值的图书；因学生使用不 

2012J~-2月 

当而损坏的图书，经过重新修补后，继续使用：学生 

捐赠图书，因为有些学生有买书、藏书、看书的习 

惯 ，大量的书看过后就束之高阁，因此，号召大家将 

阅后闲置的图书捐赠出来，与大家共享：学生相互交 

换所得图书；高三毕业生捐献的书，他们在每年高考 

结束后的6月l0日，由学生会组织，学校图书馆配合， 

开展 “图书再利用，节约又分享”的捐书活动，他们 

将 自己不再用但又比较有价值的参考书捐献给图书 

馆，留给学弟学妹使用。学校图书馆将这些书籍经过 

整理、登记并贴上 “漂”字标签，分别投放到l3个书 

箱，每栋楼一个书箱，每个书箱安排两名学生管理员 

负责发放、回收、整理图书，记载图书漂流记录、借 

阅情况、回归情况等。学生阅后，在 “漂流书”上签 

上 自己的名字和20字以内的阅读心得，再传递给下一 

位同学。倡导文献互助，开展图书漂流，减少了碳的 

排放量，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培养了学生团结互助、 

无私奉献精神。 

五、加强馆际协作，实现资源共享 

近年来，由于新书不断出版、种类增多、价格也猛 

涨，大多数的中小学图书馆都是望书兴叹，造成图书馆 

藏书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每位读者的需求。因此，加强 

图书馆的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是图书馆充分利用 

资源、提高图书利用率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进行节能 

减排的一项有效举措。各中小学图书馆要全面实行计算 

机管理，实行 “校校通，馆馆连”工程，建设一个具有 

本馆特色的、比较专业的藏书体系。开辟图书馆网站， 

开拓服务空间，在网站上设立 “图书查询、新闻报道、 

馆藏资源、新书推荐、阅读指导”等栏目，让本校及其 

他兄弟学校的师生了解本馆的馆藏资源，各种信息动 

态，在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渠道的馆 

际互借服务，加强读者与读者、读者与馆、馆与馆之间 

的交流互动，使每本书有读者，每位读者有其书，达到 

资源共享之目的。 

总之， 绿色之行，始于你我他，图书管理员应身 

先士卒、带头行动、广泛宣传，让低碳理念每时每刻 

在每一位读者心中扎根，使他们付诸行动，投身到低 

碳革命潮流中，共创节约型校园，共建低碳图书馆， 

争做低碳读者，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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