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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高校图书馆新发展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体会

□慎金花∗

　　摘要　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高等教育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高校图

书馆应坚持守正创新,从文献资源、文化传承与创新、服务育人、情报咨询、决策支持等方面塑造

服务新优势、挖掘服务新动能、拓展服务新领域、开辟服务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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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１].”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单独成

章,对三者一体化部署、一体化推进,指出:“教育、科
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１].”报告

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号角,同时,也为新时期新征程

的教育、科技与人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高等教育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

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２].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体系是切实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着力

培养创新拔尖人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而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战略支撑,
新征程中的高等教育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高校图书馆作为服务于大学中心工作的内设机

构,围绕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科建设、科技创

新的主要职能,坚守服务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基于文化、文献、知识和情报的专业服务,为我

国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社会

服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高等

教育新的发展机遇和时代使命,图书馆应坚持守正

创新,紧密结合学校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文献、知识、
信息和智慧服务的价值,塑造文献资源服务新优势,
挖掘文化传承创新与育人新动能,拓展信息与情报

服务新领域,开辟决策支持服务新赛道,全面融入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从而实现大学图书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１　塑造文献资源服务新优势

文献是图书馆的核心资源,是图书馆赖以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它既是人类文明和知识技术的

成果和载体,同时又是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文明

的思想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年曾经强调:
“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

础”[３],大型科学仪器、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科
学数据等重要科技平台建设成为支撑自主创新的重

要物质技术基础.
数字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海量文献资料

得以高效存储,并有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为支持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教学科研需求,国内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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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购买大量国外文献数据库,对这些文献数据库

的检索和利用是我国高校师生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

基础条件.根据对我国六大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调研

数据初步估算,全国高校一年进口国外电子文献和

数据资源的总经费大约在２０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

绝大部分是英文资源,主要来自于美国和英国,这其

中,超过一半来自于美国的数据库商、美国学/协会

或出版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

时可能升级.
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不可阻挡,而美国和

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遏制和打压不可避

免,表现在科技文献数据资源领域,我国文献数据资

源面临被断供、信息检索不安全等隐患,应引起图书

馆界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站在国家战

略安全和科技安全的角度,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

要资源和条件支撑,文献资源的自主建设、本土保存

和永久使用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高校科技信息资源保障面临

的严峻形势,考虑极端情况下的应对策略,着力塑造

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新优势,在行业内开展协作

共建,构建各有侧重和各具特色的中外文文献资源

保障系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和科技创新

文献资源的综合保障能力,并充分发挥有关行业组

织的作用,呼吁和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布局建设一个

自主、安全、共享的科技信息资源生态系统,构建足

以应对各种挑战、支撑高校科研活动的基础设施

工程.

２　挖掘文化传承创新与服务育人新动能

文化,是图书馆的天然底色.自古以来,图书馆

就有传承人类历史、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功能.习

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总书记的报告为文化自强自信和文化强国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为高校图书馆文化传

承创新和育人功能指明了发展方向.
传统图书馆以文献典籍为媒介传承历史、传播

文化,近年来,图书馆通过组织文化活动、提供文化

展览等方式传播和推广优秀文化,对照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宏伟目标和具体要求,结合高校人才培养和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三全育人的综合要求,高校

图书馆在文化传承创新和传播以及服务育人等方面

还可发挥更多作用,挖掘更多新的动能.
在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二十大

报告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持续

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方面,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

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在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二十大报告要求,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除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功能,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中,高校图书馆还可

以通过空间渲染设计、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文化体

验、阅读推广活动、勤工俭学计划、志愿者服务等各

个环节,充分发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劳
动育人等职能,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
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坚定青年学子

的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潜移默化地培育青

年学生的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通过图书

馆的文化服务践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

３　拓展信息与情报服务新领域,开辟决策支持服务

新赛道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复苏

脆弱乏力,大国竞争残酷激烈,各国都在寻求“科技

突围”,试图抢占下一个经济增长点[４].对我国来

说,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科技自立自强更是国家强盛

之基、安全之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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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

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

布局”“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校是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

自强的主力军,承担着重要的科技创新任务,为科学

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过去若

干年,高校图书馆围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了

包括文献资源推介、学科发展态势与竞争分析、学者

学术水平与学术能力评测等方面的专业服务,赢得

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一线教师的认同.但是,近年来,
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和情报服务遇到发展瓶颈,
仅仅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和粗粒度内容分析的服务已

经无法满足教师对某一细分领域深度分析的需求,
也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情报服务的效能.

近两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科技脱钩”,采
取技术封锁策略搞“小院高墙”,当前我们面临的国

际环境与催生了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有些相似[５],但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科技

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已远非六十多年前可比.站在

新的发展起点上,高校图书馆的学科信息服务和科

技情报服务应紧密结合学校与社会需求,围绕“四个

面向”,扎实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主动将情报

服务融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新领域,
为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文献、信息、知识产权

等情报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开辟服务新赛道,充分

发挥情报在科技创新与技术竞争中的重要支撑作

用,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图书情报

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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