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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任务，加快浙江省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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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是贯彻落实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范围，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数字图书馆技术打造
新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的重要举措，对于全面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省是“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第一批实施试
点的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十一个地市图书馆中共
有十个市图书馆参加试点。 

 

*浙江省各级图书馆以虚拟网建设为基础，以平台
建设为重点，以资源建设为核心，努力构建数字
图书馆服务体系，全面推进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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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文化厅的领导和国家图书馆的业务指导下，
准确认识，把握推广工程的内涵，提高了对工
程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注重做好整体设计，制订全省推广工程建设规
划和实施方案，对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积极推进工程建设。 

 

*争取省文化厅、省财政厅的支持，将推广工程
建设列入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
规划，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 
 

一、做好规划，建立工程建设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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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关于加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并由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财政厅联
合发文，明确2012-2015年期间浙江省推广工程建
设的目标与任务。 

*实施意见中对实施步骤进行了规划，分为基础构建

阶段（2012—2013年）和全面推广阶段（2014—

2015年）。 
 

 

二、明确目标任务，确保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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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构建阶段工作重点在于全省虚拟网建设、

服务平台搭建，开始数据库建设。 

*全面推广阶段工作重点在于资源库建设、推广

应用和服务系统完善。 

*每年召开工作会议，对工作任务进行部署。如

在2012、2013年都召开了“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工作会议”；2013年初召开推广工程技术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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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召开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 

*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工作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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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指建设一个大型的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库
群，要求省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200TB，
每个市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60TB，每个县
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10TB； 

*“一网”是建设覆盖浙江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分
布式虚拟数字图书馆网，各级VPN网络互联的带
宽不小于100M； 

*“二平台”指数字图书馆的开放式信息服务平台
和管理平台，包括支持手机、各类智能移动终端、
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服务平台。 
 

《实施意见》在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理念、技
术、标准基础上，提出浙江省“十二五”的总体目标
是建设“一库一网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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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鉴已有标准，规范数字图书馆建设 

*引用、制订数字图书馆建设标准，保障全省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制订了如: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宣
传员工作制度，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宣传供稿制度。 

*制订全省虚拟网建设标准和IP地址规划方案，
保障我省推广工程虚拟网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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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全省各级数字图书馆的虚拟网是推广工程的基
础传输平台，是保障各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设
施之一。 

 

*2011年启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虚拟网建设工
作，首先实现浙江图书馆省中心节点与国家数字图
书馆的虚拟网联通，然后在原浙江省公共图书馆VPN

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全部市级图书馆以省图书馆为
中心节点，相继实施了与推广工程虚拟网络的联接，
并实施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IP地址的统一规划。 

四、开展虚拟网建设，实现各级图书馆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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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 10.30.0.1.～10.31.255.254 

绍兴市馆 10.30.16.1～10.30.47.254 

县（市）、区

局 

   诸暨市 10.30.48.1～10.30.63.254 

   上虞市 10.30.64.1～10.30.79.254 

   嵊州市 10.30.80.1～10.30.95.254 

   绍兴县 10.30.96.1～10.30.111.254 

   新昌县 10.30.112.1～10.30.127.254 

   越城区 10.30.128.1～10.30.143.254 

   镜湖区 10.30.144.1～10.30.159.254 

骨干互联地址 

 10.16.0.41/29 绍兴 10.16.0.42/29 

地市-县互联地址 

10.16.2.217/29 

县（市）、区局 

绍兴 10.16.2.218/29 

10.16.2.225/29 诸暨市 10.16.2.226/29 

10.16.2.233/29 上虞市 10.16.2.234/29 

10.16.2.241/29 嵊州市 10.16.2.242/29 

10.16.2.249/29 绍兴县 10.16.2.250/29 

10.16.3.1/29 新昌县 10.16.3.2/29 

10.16.3.9/29 越城区 10.16.3.10/29 

10.16.3.17/29 镜湖区 10.16.3.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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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安装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统一用户管理系
统、唯一标识符系统、运行管理平台。 

*借鉴“云服务”的模式和理念，采用云计算技
术，组织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打造公共图书馆
“云服务平台”。 

*组织开展相关软件平台的开发，基本完成了浙
江省公共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和数字资源
服务门户的开发工作。  

五、平台建设初见成效，扩大工程服务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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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插一张国图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屏幕截图，最
好把绍兴馆的也拷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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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张唯一标识符系统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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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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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国家数字图书馆可授权访问的资源； 

*整合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可授权访问数字资源； 

*整合信息专题、展览讲座等读者活动的预告、
报道、录像视频等资料； 

*整合非书资料系统； 

*整合读者在图书文献管理系统上的各项信息。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门户将整合
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及省馆的数字资源，并通过
全省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进行授权控制和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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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试点工作情况汇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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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求同存异的整合方式，通过建设全省用户统
一管理系统，将全省用户的管理进行统一； 

*通过建设元数据仓储，实现资源检索的统一； 

*通过建设数字资源服务门户，实现资源导航揭示
的统一。 

如何在我省推广工程建设中整合各馆已有的系统
和服务 

    在保证全省推广工程系统平台、资源、标准和服

务一致的同时，各馆可以保留自身原有的用户服务界

面和特色内容，同时数字资源也可以分布放置在各馆，

通过资源授权和调度系统获得。各馆已有数字资源服

务系统将与推广工程整合，并逐步融合到一起，既保

证了全省推广工程的一致性，同时也充分保留各馆的

特色和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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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省数字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合作机制，实现全
省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自建与外购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  

*积极开展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
结构完善的浙江省地方文化资源库。 

*梳理整合现有数字资源，做好与我省文化共享工程资
源建设的统筹规划，互有侧重、动态协调。2012年省
共享工程启动了浙江人文数字地图资源库建设，浙江
人文数字地图资源库是全面、直观、形象地反映浙江
省人文历史风貌的大型综合性数据库，“十二五”期
间计划完成八个专题的建设任务，建成后将成为“认
识浙江，了解浙江”直观而形象的视窗。  
 

六、进行资源整合，打造工程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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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自建资源库65个,总量达1840.3GB。 

 

*从2009年5月开通至今，浙江网
络图书馆点击次数已达2438万
余次，电子期刊阅读下载1598
余万篇，全文阅读69.7万余册，
电子文献传递38.7万余次。 
 

 

 可用的资源有中外文献信息4.2亿条，电子
图书240万种，电子期刊1万多种，期刊论文
7000万余篇，学位论文80余万部，讲座、科
技视频等2万多部。 

 

 今年初，浙江网络图书馆手
机版开通试运行，公共数字
文化资源开始进入读者的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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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联合
举办了推广工程理念培训，全省有关市、县
（市、区）图书馆负责人参加培训。 

 

*2012年9月，举办全省数字资源建设研讨会
暨推广工程资源建设培训班，展示、交流全
省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成果和经验，提
升数字化建设技能和水平。  

七、加强培训指导,提高工程队伍的技术
和服务能力  



23 

201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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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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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会议照片 

20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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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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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图书馆的业务指导下，安装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各类业务系统平台，并在省内各级图书馆进行
安装部署。按照唯一标识符标准对数字资源进行唯
一标识和登记，避免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 

*继续完善推广工程虚拟网建设，提升网络带宽。 

*加强组织，完善考核机制，建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建设的长效保障机制。 

*注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一批专业
知识与实际技能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开展宣传推广，重视用户体验，利用多种渠道扩大
数字图书馆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使广大用户了解数
字图书馆，吸引群众利用数字图书馆。  

八、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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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