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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县级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介绍 

四川省图书馆 

郝   薇 

2019年9月 

 

 依据《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和《四川省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实施方案》，并按照省文化厅（2017）424号《整合公共图书馆

与农家书屋资源实现大数据管理的实施方案》的精神，有效整合各类阅

读资源，提升服务效能，2018年11月—2019年3月，由四川省图书馆牵头，

组织专家组，制定了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背景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1、《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组织架构与职责 

 第三章  设施设备 

 第四章  资源建设与基本服务 

 第五章  运行保障 

 第六章  服务效能 

 第七章  附则 

 

 

 

组织架构与职责 
 

 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组织架构是：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

馆，乡镇（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村农家书屋和社区图书室为服

务点、市（州）公共图书馆为区域中心馆、四川省图书馆为全省总分馆

制建设龙头馆。 

 在全省范围内，以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组织架构图书馆为主

体，以直属分馆、城市书房、智能图书馆、各机关企事业、高等院校图

书馆为补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共同组成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制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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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图书馆主要职责有： 

   1.指导全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1)协助专家组制定总分馆制建设的各种标准和细则。 

     (2)对全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开展业务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技术、服务提供支持。 

     (3)策划、组织全省性全民阅读活动(包括数字阅读及有声阅读的推广)。 

     (4)培育、打造全省性全民阅读品牌。 

     (5)培育社会阅读组织。 

   2.指导全省智能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 

   3.建设统一的全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管理平台。 

 

 

组织架构与职责 
 

 市（州）馆区域中心馆主要职责有： 

   1.协助龙头馆做好本辖区内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对各县区总馆、分馆、服务点进行业
务指导。 

   2.制定本区域内总分馆制建设年度工作计划和长远规划；鼓励在人流密集地区、交通枢纽区、旅
游风景区建立城市书房等智能化图书馆分馆。 

   3.建立集中管理平台，确保区域内网络数据、读者及各项业务数据无缝对接；整合区域内的数字
资源实现免费共享。 

   4.制定本区域内文献通借通还规则及通借通还物流配送规则，并确保顺利实施。 

   5.组织开展区域内阅读推广工作，打造阅读品牌。 

   6.开展区域内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 

   7.负责对直属分馆、各县级总馆进行检查督导，并向相关部门反馈。 

   8.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 

 

组织架构与职责 
 

 县级总馆主要职责有: 

   1．编制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统一文献资源购置费。 

   3．统一文献资源编目、配送，实行通借通还。 

   4．统一人员招聘，统一培训，统一下派或聘任分馆馆长。 

   5．统一分馆管理规范与绩效考核。 

   6．打造全民阅读品牌，重点与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开展阅读活动。 

 

组织架构与职责 
 

 乡镇（街道）分馆主要职责有： 

   1．协助总馆做好本区域内总分馆制建设，指导服务点开展工作。 

   2．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和村民阅读需求，结合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政策，联

合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扎实开展文献借阅、少儿阅读、亲子阅读、农民工阅读、留

守儿童阅读等主题阅读活动，提高文献利用率，充分发挥文献资源的服务效能。 

   3．发挥数字资源作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作。 

   4．确保有独立的服务场地，并保证场地、文献、设施、设备及环境的安全。 

   5．做好地方文献工作。 

   6．积极参加总馆、中心馆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或其它活动。 

 

组织架构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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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2、《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基本建设标准》 

 县、乡镇、村三级馆 

 

 保障标准：县：建筑面积不低于4000m²阅览坐席不低于240个；乡镇：85平方米/
万人，阅览坐席不低于20个;村：建筑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万人，阅览坐席不低
于10个。 

 

 业务建设标准 

 

 服务标准 

3、《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考核办法》 

 第一条  考核范围 

 第二条  考核原则 

 第三条  考核依据 

 第四条  考核指标 

 第五条  考核程序 

 第六条  考核等级 

 第七条  考核结果 

 第八条  考核时间 

 第九条  附则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4、《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考核细则》 

 

 

 参照《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来制定考核细则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5、《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分类标引细则》 

 本细则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文献主题标引规则》

(GB/T3860-2009)、《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制定。 

 一、分类标引 

       1.分类依据；2.分类级次；3.分类细则 

 二、主题标引 

       1.标引原则；2.主题标引选词规则；3.主题词的组配规则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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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中文图书基础加工细则》 

 

 本细则依据《四川省图书馆中文图书加工规则》制定。 

 

 中文图书加工工作内容包括：贴书标、加盖馆藏章、粘贴RFID芯片（粘贴磁条）、粘

贴条形码、分流、改错等。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7、《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中文图书编目细则》 

 本细则依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

（WH/T0530-96），结合县级图书馆具体情况制定此细则，本细则适用于中文图

书（包括非书资料）。 

 一、图书著录细则 

       1.编目前必须查重；2.编目标准规范化；3.著录字段必须完整、标准； 

       4.注意修正书商所提供的编目数据的错误 

 二、文献著录级次的规定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三、条码号规定 

      1.统一分配图书条码，确保一书一码。条码号=行政区划代码+文献种类代码+顺   

      序号（共16位数字）。 

      2.例：隆昌县图书馆中文图书条码号=511028+01+00000001  

      3.完整条码组合：5110280100000001 

 四、索书号的编制规定 

      1.索书号 = 分类号 + 书次号 

      2.索书号 = 分类号 + 书次号 + 辅助区分号 

 

 各县馆可采取各地区市馆取号规则来定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8、《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中文期刊编目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手册在数据规范方面为我省印刷型连续出版物书目数据处理提供参照和依据，
适用于国内外出版的、中文印刷型连续出版物机读目录著录格式的书目数据编制。 

二、遵循的标准与规则 

三、术语和定义 

四、著录项目及相关内容 

五、书目功能模块及应用字段 

六、著录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规则 

七、连续出版物分类标引与主题标引规则 

八、字段填写说明及完整样例（另见） 

九、业务流程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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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图书条码编码细则》 

 

 表一：行政区划代码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地 区 馆 名 行政区划代码 

成都市（二十个区） 成都市图书馆 510100 

锦江区图书馆 510104 

自贡市（七个县） 自贡市图书馆 510300 

攀枝花市（六个县） 攀枝花市图书馆 510400 

 表二：文献类型代码表 

 

 

 

 

 

 

 

 

 

 

 

 

 注：条码结构：四川省行政区划代码+文献资料类型代码 + 顺序号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文献类型代码 文献类型 

01 中文图书 

02 外文图书 

03 光盘资料 

04 中文期刊 

05 外文期刊 

06 外文音像 

07 中文报纸 

08 古    籍 

09 盲文期刊 

12 外文报纸 

13 中文音像 

10、《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通借通还物流细则》 

 

 1、范围 

 2、物流职责与要求 

 3、物流流程 

 4、物流数据分析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11、《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设备配备细则》 

 总馆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一、基础环境 

       1.网络 

       2.服务器 

       3.防火墙 

   二、配套软件 

       1.图书馆总分馆集群管理系统 

       2.数字图书馆总分馆管理系统 

   三、配套设备 

       1.书架 

       2.条码枪 

       3.电脑等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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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智能设施设备技术要求》 

 

 1、范围 

 2、总则 

 3、设备组成 

 4、基本配置和功能要求 

 5  设备运行的环境条件 

 6  技术要求（设备的基本参数） 

 7  运维管理 

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细则 

 （1）统一主体（县级公共文化服务领导小组） 

 （2）统一购书经费（农家书屋和图书馆购书经费统一） 

 （3）统一图书采购（由县级公共图书馆统一采购，以前农家书屋可能有N个复本，
现在复本控制在1.7册以内） 

 （4）统一编目标准 

 （5）统一图书配送（由县级公共图书馆统一配送，空心村不送） 

 （6）统一人员招聘（从2019年开始，由省财政厅划拨5千万元的专项经费招聘人
员，工资待遇与当地平均水平持平，乡镇文化专干由县上招聘。今年5月下旬，
分中心在达州市达川区图书馆举办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基层业务培训，对该
区的百余位乡镇基层文化专干进行了培训，并详细讲解12个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
细则，普及了总分馆制建设的基本知识） 

 （7）统一服务标准（要考核） 

 （8）统一管理平台（成都、南充、泸州、乐山、广安、达州、攀枝花图书馆已
实现平台统一管理） 

 （9）统一绩效考核（每年由文旅厅考核，每个市州有一个示范馆，每个示范馆
奖励50万元） 

 

以总分馆制为骨架，以“九个统一”为手段 

四川省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目标 

 到2020年底，全省各县（市、区）基本建立起上下联通、结构合理、服务优质、

有效覆盖的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服务网络，广大基层群众享受的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更加丰富，途径更加便捷，质量显著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水平显著提高。 

全省图书馆总分馆实施亮点 — 以南充市为例 

一、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二、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三、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四、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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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充以市、县图书馆为总馆，

街道（乡镇）、社区（村）

图书馆为分馆，基层综合信

息服务中心为服务点，自助

图书馆、市民自办图书馆、

图书流动车为补充，吸收企

业、学校等其他系统图书馆

加入的地区图书馆网群。到

2020年底，所有的乡镇文化

中心、社区、村文化室加入

分馆体系。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由于南充市公共图书馆发展

不平衡在资金、专业人员、

数字网络设备和数字资源建

设、馆舍面积等方面的现实

情况下我市总分馆建设采取

的方式是把各县市区图书馆

作为市馆的分馆，各乡镇、

街道图书馆(室)、农家书屋、

社区书屋以及各行业图书馆

(室)作为各县市区图书馆分

馆建设模式。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包括机关图书室、中小学校图书馆、部队图书室、企业工会图

书室、社区图书室、乡镇图书室、农家书屋等不同项的图书馆(室)、纳入图书馆

管理并作为分馆来建设与规范并实施全市通借通还。同时统一使用图书馆管理糸

统建立数据库统一编目标准，实现文献编目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统一组织全市

各分馆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目前各县市区基本实现集中图书采购、统一编目和

统一配送与交换。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建设方式为:联合制总分馆模式，总馆和分馆之间具有紧密性联系，总馆对分馆

是业务上的领导关系，对分馆进行技术和业务监督，统一负责文献资源的采购、

集中编目和统一配置，总分馆之间实现资源共享、通借通还等。但总馆与分馆之

间是产权独立的，分馆的产权属于不同行业和单位。因为这种模式有各单位的大

力支持做后盾，形成了本市区域性的体系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图书

馆资源共享，为本市范围内读者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同时也较好地回避、

解决了因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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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南充市总分馆建设——南充市监狱分馆 

全省图书馆总分馆实施亮点 — 以南充市为例 

一、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二、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三、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四、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通过“千年古城·万家书香”实现文化旅游大融合。采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融资并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千年古

城·万家书香”建设。近3年来，阆中全面实施“千年古城·万家书香”文化旅游共建

工程，依托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阆中古城，在古城核心区内的宾馆、客栈、民居、

古院落建设书吧、书柜、书角，实现精致化、温馨化、标准化服务，形成良好的读书氛

围。通过阆中的旅游，普及全民阅读，同时通过书香文化元素的加入，让阆中旅游也更

具内涵。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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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古城·万家书香”，是文化和旅游、企业和公益事业共建项目，是政府为营造文

化氛围，借助私营和民营旅游业的财力和设施，以文化的吸引力与旅游业融合，为民众

参与文化活动、接受广泛的文化服务而着力打造的重点项目。 

 该项目由文化局统一规划网点、统一服务标识，业主提供场地，图书馆配送图书、定

期流转、纳入馆藏图书管理。目前已采购各类图书8万余册分配到100多个分馆，充实

了分馆藏书。这种合作方式，克服了文化阵地经费、人员与活动场所不足的困境，通

过千年古城阆中旅游业的优雅设施提供了深入群众的有效的文化服务，同时也提升了

旅游业的文化品质。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本源堂 

 
 中国首座众筹图书馆，是一家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中式特色文化大院。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内有戏楼互动区、休闲阅读区、伏羲书院、绘画艺术厅、中外文学

厅、书法篆刻厅，拥有由社会各界捐赠的图书5万余册，常年开展免费阅读活动，

是各单位、企业举办会议、书画活动的理想场所，深得市民游客的喜爱。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本源堂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本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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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湖北孝感李族于明正德年间建筑，距今五百年，该院坐北朝南，前店后寝，占
地千余平方米，房间四十余间，呈串珠式三进三重格局，厅堂高大，结构古朴，
为典型明代风貌，门窗雕花纹饰精美，室内陈设雅致。现川北古民居四合院历史
风韵，院内几株大桂花树，香溢四邻，人们又惯称“李家桂花大院”。该书院是
太阳圣火负责人童年捐建。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李家大院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李家大院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李家大院 

 
 是四川阆中天然气总公司在阆中古城核心区打造的集住宿、茶艺、咖啡、休闲于一体精

品休闲客栈。为营造的良好读书氛围和文明风尚，培养阆中人民和公司职工走进阅读、
感受阅读、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总公司工会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沁
芳阁收藏各类图书25000余册，各类电子音像制品500余张，报刊种类50余种。客栈坚持
公益文化服务，让人民群众和职工在此都能免费享受阅读的快乐，感受古城的读书氛围
和书香浓郁的气质。是四川省图书馆系统书院。2017年，沁芳阁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模范职工之家和职工书屋称号。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阆中沁芳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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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市总分馆建设——阆中沁芳阁 

 
 

 位于阆中古城双栅子街，小院主人是三代相传的民间收藏家，在不足200平方米的院
子里有1000余件藏品，包括字画、拓片、汉砖、瓷器、窗花、木雕、石雕、根雕、奇
石、钱币等种类。张家小院小巧玲珑，圆门、拱门、花窗门造型别致，建筑文化浓郁
古朴，典藏古玩丰富多彩。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就曾在阆中古城张家小院
认捐“阿来书院”，捐赠自己的文学作品，并担任了阆中“千年古城·万家书香”活
动代言人。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张家小院 

阆中市总分馆建设——张家小院 

 
 

全省图书馆总分馆实施亮点 — 以南充市为例 

一、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二、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三、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四、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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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8年底，高坪区所有的乡镇文化中心、社区、村文化室加入分馆体系。同

时探索适合高坪区情的基于总分馆制的南充市县(区)级公共图书馆数字云服务，

建设高坪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和 “高坪区文化云”，探索公共文化“互联

网+”建设，力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

式统一展现全区文化活动和活动资源，实现内容和用户的聚合，从而达到让公

共文化触手可及，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建设目标。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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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全省图书馆总分馆实施亮点 — 以南充市为例 

一、南充市总分馆建设 

二、阆中市总分馆建设 

 
三、高坪区总分馆建设 

 
四、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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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市民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以公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以“超市化”供

应、“菜单式”服务、“订单式”配送的方式为百姓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打

造群众点单，文化单位的文化服务配送供需体系。建立区、街道（乡镇）、社

区（村）三级网络配送体系，逐步形成公共文化资源大配送、大循环的格局，

改变“好东西只有城里才能看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

以图书馆为中心，以乡村两级公共文化设施为基础，打通最后一公里  营造全

民阅读好环境。 

 锦屏镇西拱桥村分馆开办农民夜校建校之初，就立足村情民意按需授课，通过集

中学、专家讲、上门送学、喇叭夜校、掌上夜校等方式，把农业实用技术等送到

群众手中。 

 

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致富路上有了“加油站”蓬安县锦屏镇西拱桥村，养蜂人朱鸿君这位年近七旬

的老农去年，近50箱蜜蜂酿蜜近1吨，为他家带来直接经济收入近10万元，他

动情说到“多亏了农民夜校给我‘加油’。从4箱蜜蜂发展到现在的45箱，从

全靠经验到现在靠技术，从以前入不敷出到现在稳定增收。“通过在农家书屋

农民夜校的学习，我学到了蜜蜂的病虫害防治。17箱遭受病虫害的蜜蜂病情得

到了全面控制。”记者采访时，朱鸿君说，农家书屋农民夜校讲解的农业实用

技术，让他致富奔康有了底气。 

 
 西拱桥村农家书屋农民夜校今年初被授予省级农民夜校示范校称号，这是蓬安

县唯一一所省级农民夜校示范校。 

 

蓬安县总分馆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