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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下高校图书馆管理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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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图书馆的管理过程中#考虑到疫情的实际情况#图

书馆的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不能再延续传统的思路#而是要结

合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需求来进行相应的革新#以便能尽快地恢

复到疫情之前图书馆的管理成效%基于此#高校图书馆也应当

积极响应当地防疫指挥部门的指导#推出有效的图书馆管理措

施执行管理工作%

一#高校图书馆管理形势分析

$一%图书馆人员流动性较强

在高校图书馆当中#主要服务的对象基本都是在校学生#

也有少数办理临时借阅证的校外群众#会不定期的前往高校图

书馆借阅书刊#这样也就表明图书馆的流动性是比较强的%来

图书馆的学生来自于不同的年级$班级#临时借阅者也来自于

城市的不同地方#这样无疑是增加了管理的消毒%根据相关研

究得知#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便是飞沫和密切接触#气溶

胶也有可能传播病毒#而此时的高校图书馆正处于一个较为密

闭的空间#读者流动量又比较高#存在着过多不确定因素%此

时#假如出现新冠病毒#那么病毒非常容易通过病患的飞沫$

与他人的密切接触传递出去#健康的读者也会因此而感染上病

毒#这样疫情就非常容易再次扩散$发生%

$二%图书借还过程存在隐患

在高校图书馆当中收藏着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册书刊#图

书馆每天都会借出很多图书#在不同人员的手中传递#此时#

书刊上沾染大量的细菌是不可避免的#这自然会产生一定的隐

患%并且#不同读者的读书习惯也有所不同#比方说有的读者

喜欢沾口水去翻阅书籍#还有的读者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读书#

这类习惯都成为了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经过相关部门进行检

测之后发现#很多书籍在经过流通之后都在会带有绿脓杆菌$

葡萄球菌或是大肠杆菌等十几种细菌#这类细菌主要源自人的

体表以及鼻咽部#空气也是其主要的流通途径#细菌或是病毒

携带者会通过咳嗽$讲话$打喷嚏等方式将病原体散落到书籍

上#从而对书籍造成污染%

$三%内部环境存在干预预防的因素

图书馆是一个读者较为集中的场所#并且#在冬季和夏季

这两个季节当中#图书馆多采用中央空调来取暖$纳凉#这样

便更难以实现图书馆的有效通风#并且#部分图书馆为了为读

者提供良好的服务会准备一些饮品$甜点#这样图书馆内部将

会更加容易流通细菌%根据统计#在高校图书馆当中能够检测

到上百种有害物质#其中很多有害物质的产生都和图书馆阅览

室的生态污染有关#这将对疫情常态化后高校图书馆的开馆准

备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基于此实际情况#高校图书馆便应当

在高校开学之后及时地做好消毒处理#确保为学生和其他阅读

群众创建一个安全$开放的阅读环境%

二#疫情常态化下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措施分析

疫情常态化之后#高校开学后#高校图书馆方面应当对读

者极大管控#对卫生清洁工作加强重视#及时地做好消毒杀菌

工作#确保高校图书馆的疫情防控工作可以在落到实处#保证

高校图书馆的安全问题%

$一%改进图书馆的硬件措施

在高校图书馆内部#应该着重注意对图书馆的硬件措施进

行改进#图书阅览室的书桌应当安置有机玻璃隔离挡#以此来

保证学生的阅读不受到影响#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常规的巡查

活动#起到有效的隔离作用.在存放书刊的地方应当设立自动

消毒设备.图书馆的入口处应当安装红外测温仪#温度超标的

读者不得进入图书馆#并且一经检测出有温度超标者便应当及

时地报告给上级部门.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当中#应当安装紫外

线照射灯#在闭馆之后进行统一的消毒%与此同时#在图书馆

正式开馆之后应当对开馆时间进行调整#以此来确保拥有足够

的$消杀病毒的时间%在很多高校当中的图书馆都会建有餐饮

店#这样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读者#但是这对防控疫情是非常

不利的#因此#为了保证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避免出现资

源浪费的情况#可以将餐饮店改成文化用品店.还有一些高校

的图书馆会安置一些咖啡机$饮料机#这些咖啡机或饮料机放

置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对图书馆的室内环境卫生造成一定的威

胁#因此#高校图书馆方面可以单独开辟一个通风良好的阅览

室#以此来供读者休息$放松#这样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并且#饮料$咖啡不可外带#以此也更能促进疫情防控工作的

顺利实施%

$二%加大消杀清洁工作的力度

在疫情常态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图书馆都应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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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做好消毒杀菌工作#尤其是对一些卫生死角的消毒一定要严

格把控%在很多高校图书馆当中对消毒清洁工作都未能予以足

够的重视#清洁多是针对一些物体的表面#对开水房$工具房

很难做到全面消毒#当这些工具$环境投入使用时便会将其所

携带的细菌传播到图书馆的每个地方#这样更加不利于展开疫

情防控工作%因此#高校图书馆方面要对此问题加强重视#一

定要保证对各个角落进行仔细的消毒处理#图书馆负责人方面

也应当对馆内的清洁员进行指导#监督其完成高效的清洁工作.

对于所产生的卫生问题应当及时处理#做好消毒$清洁的登记

工作.针对不同场所的特点要使用不同的消毒方式#清洁工具

也要保证在固定环境当中固定使用#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除此之外#对高校图书馆的病毒消杀工作周期应当进行明确的

规定#结合高校图书馆人流的实际特点#在周一到周五期间一

般会有着三个高峰时间点#分别是在上午的第一$二节课后#

下午的第五$六节课后#以及碗饭后的
$)+

点左右#在这三个

时间段#高校图书馆会涌入大批学生前来借阅图书$学习#因

此#消毒的时间便应当避开这几个时间段#提前做好病毒的消

杀工作%建议高校图书馆每天应当进行
5

次的集中消杀工作#

早上开馆前一次#中午午饭后一次#晚饭前一次#在闭馆之后

再进行一次更加全面的消毒工作#这样也才能取得更好的消毒

效果%在图书馆开馆的过程中#办公室$阅览室的空气质量也

是一定必须要得到重视的问题#相关负责人员应该保持室内的

空气流通#尤其是在冬季和夏季#可以结合学生入馆的高峰期

进行分段通风#以此来确保高校图书馆内部的空气质量%

$三%建立高效应急响应机制

此次疫情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国家在短时间内便紧急推出

抗疫政策说明了国家对疫情控制的反映迅速#而我们也应该紧

跟国家的脚步#将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把握好每个细节%

基于此#倡导高校图书馆的管理部门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应急

响应机制#在上级部门的部署之下执行抗疫工作#对防疫工作

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分层处理#将职责做到层层落实$体现在每

名职工的身上#以此才能充分地凸显出员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增强高校图书馆管理效率%针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图

书馆方面应当做到准确预判$预防#避免因为突发事件而促使

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陷入到失控的状态当中%与此同时#对学

生的卫生安全问题进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基于高校图书馆的

读者来自于不同的班级和年级#本身便有着一定的传染性#因

此#图书馆方面除了要协助学校做好健康检测的管控工作以外#

也应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学生展开卫生素质教育%首先#在

疫情尚未结束之前#出入图书馆应当佩戴好口罩#也应当对手

部$外衣做好消毒工作#避免将病毒带入到图书馆内部$传染

给其他学生%其次#对出入图书馆的所有人员应当进行严格要

求#不乱扔垃圾$不随意进食$尽量使用随身携带的杯子饮水#

以此来保证馆内的卫生问题#避免病毒以任何方式流通%

$四%建设线上服务体系

借由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信息技术俨然能够为各个

领域做出极大的辅助作用#因此#在图书馆内部也应当合理地

运用信息技术来构建起一个高效的线上服务体系#以线上的形

式完成一系列服务活动%一方面#这样能够避免人员过密接触#

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也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应用%

在此过程中#图书馆方面应当开展各种图书外借服务#比方说#

为了满足师生用户的借书需求#图书馆方面可以为师生用户提

供无接触的图书外借$查新以及查收查引等相关服务#在原有

的线上平台上补充相应的模块#结合师生用户的需求进行适当

地调整#并且以线上平台发布和推送各类阅读信息#发布师生

常用的文献$资料检索方式#供更多师生用户便捷的使用图书

馆的多种功能#也可以将图书馆的相关政策上传到线上平台上#

以便能保证图书馆的制度$准则能够被更多师生用户所熟知#

进一步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

结语&综上所述#在后疫情时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非

常重要的#高校图书馆一定要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情况下对

以往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模式进行革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为学生提供好的服务#以此来确保图书馆能够发挥出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价值#这样也才能促使高校图书馆得

到更好的发展%基于此#高校图书馆的负责人员也应该对上述

问题加强重视#结合高校图书馆的实际条件来规划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方案#从而达到更为理想的管理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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