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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开展读者服务的反思探索
吴 江

太原市图书馆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对我国的各行各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就是人

群高度密集同时相对封闭。所以疫情的出现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以及提供的服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下，传统

的读者借阅模式已经不适应现阶段国家对于疫情的防控要求，因此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应该从创新读者服务机制、文献信息资

源共享以及充分利用新媒体等角度入手，提高服务质量，在满足国家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满足我国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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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出现对我国的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影

响，我国国家政府立刻联合各界力量积极抗疫。但是在新冠

肺炎还存在感染以及境外输入感染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的背

景下，公共图书馆只能采取闭馆的方式来保证疫情防控工

作。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基础的文化服务场所，发挥着满足我

国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因此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应该积

极探寻发展的新道路，满足我国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1 疫情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

新冠肺炎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强、传播力广、变异速度快

同时对人体伤害相对较强。公共图书馆是我国的基础公共文

化服务场所，所以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的特点就是人群数量

多、人群相对聚集，对于传统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造成了

巨大的挑战。同时在新冠肺炎爆发时恰好是学生寒假以及年

节将近的时候，正是往年公共图书馆开展线下阅读活动的时

候。面对疫情的发展，各级公共图书馆迅速闭馆，将线下活

动转移至线上。同时对于读者而言，居家抗疫让读者的原来

的阅读活动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疫情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是

双向的，一方面阻碍了公共图书馆的线下活动发展，另一方

面也倒逼公共图书馆运用新型技术改进提供服务的模式。

2 公共图书馆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

2.1 暂时闭馆，取消所有的线下活动

面对现阶段社会中出现的疫情反复的现象，公共图书馆

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聚集性疫情，首先应该暂时闭馆，降

低大规模聚集人群在图书馆中出现的几率。这种做法既能够

降低疫情出现的几率，同时也能有效保证医疗资源投入在疫

情更加严重的地方中去。

2.2 结合线上技术，优化提供服务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为了能满足我国居民的公共精神

文化需求，公共图书馆应该大力开展线上活动，通过这种方

法帮助我国群众在抗疫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良好的阅读目标

[1]。像我国的国家图书馆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就积极的整合

相关优质的数字资源，强化了线上服务类型，其中包括学术

论文、电子书刊、在线讲座以及在线展览等各种类型的资源

供给。通过这种方式满足我国读者足不出户的阅读需求。同

时线上阅读资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除了简单的文

件格式书籍，还有书籍的音频资源。所以公共图书馆能结合

市场中的听书软件开展良好的线上听书活动，这样能满足我

国部分像眼睛不好的老年人或者是视力残障人士的阅读要

求。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线上服务能力相对较差，

既体现在线上服务平台的功能相对单一，同时还体现在线上

的服务平台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掉线、卡顿的现

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仅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

对于公共图书馆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也具有不利的消极影

响。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公共图书馆应该及时落

实两种措施，第一就是和市场中的提供阅读服务的软件进行

合作，像能和喜马听书软件、起点阅读网、书旗中文网等进

行合作，为现阶段全网的用户提供免费的书籍资源，通过这

种方式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质量。第二就是抓紧时间强化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管理平台，保证平台能够实现多功能、多

资源、多渠道、多类型的书籍提供目标，同时还应该对平台

的维护进行落实，通过这种手段来充分保证我国的公共图书

馆资源能顺利满足我国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3 建立安全应急服务机制，构建应急管理体系

现阶段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安全应急服务机制，构建

良好的应急服务管理体系[2]。在实际的公共图书馆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能积极应对、有所作为，

但是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应急服务严重缺失，应急服务理念不

能满足实际的要求，没有建立良好的应急管理体制。所以现

阶段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应急管理

服务机制。首先公共图书馆管理者能够和高校中的图书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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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进行合作，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公共图书馆内部的工作

人员提高能力和意识。公共图书馆能提供给高校中的公共图

书馆管理专业学生一定的实习机会，而高校中的公共图书馆

管理专业教师应该为公共图书馆管理工作人员提供专题性

质的培训，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内部工作人员提高应急服务意

识。同时公共图书馆还能制定良好的考核制度以及激励制

度，对于参与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公共图书馆应该对其提供

良好的考核，能通过考核的工作人员能获得一定的物质奖

励，而不能通过考核的工作人员需要接受下一次培训和考

核。通过这种制度的落实来显著提高工作人员应急服务意识

以及能力。

在工作人员满足应急服务要求之后，应该建立良好的应

急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这种方法的落实保证工作人员在面对

相关紧急的事件时，能够按照相关标准以及规范来落实正确

的动作，这样能帮助工作人员强化应急服务意识，进一步促

进公共图书馆应急服务能力的提高。同时在公共图书馆内应

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工作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保证

公共图书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4 充分发掘利用新媒体创新服务、关注特殊群体

随着我国新技术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成熟的

信息技术以及设备能使用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中。所以

公共图书馆管理者应该充分发掘利用新媒体创新服务，保证

提供的服务能满足我国居民的文化诉求[3]。同时在提供服务

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特殊群体的特点，尽量保证各种人群都能

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中满足自己的阅读学习要求。

比如说公共图书馆能积极创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

博、抖音账号等，新媒体工作人员在以上的公众账号中定时

发送新书推荐信息。同时公共图书馆也能结合新媒体中的客

户过滤渠道对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关注重点的读者提

供不同的书籍推荐。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够帮助公共图书馆提

供的服务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诉求，同时也能保证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在落实这一步工作的过程中，公

共图书馆应该保证运营新媒体的工作人员对市场中的热点

信息能及时的进行了解和反馈，并将相关内容结合在公共图

书馆的公众账号中。公共图书馆还应该在公共账号中设置多

种功能，比如说当地的天气信息汇总等等，这样也能增加公

共图书馆公众账号的粉丝数量。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公共

图书馆还应该重视我国的视障人士和听障人士精神文化需

求，提供带有手语表示的图像或者是音频阅读资源，保证其

文化诉求目标的实现。

结束语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图书馆管理应该在防控疫情的基础

上提供多样化、多功能的阅读服务，公共图书馆管理者能通

过建立应急管理机制、结合新媒体以及线上信息技术实现阅

读资源的共享，实现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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