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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移动图书馆”来到空军

某训练场。图书室刚刚布置好，前来借

阅的官兵就排起了队。

2022 年初，国图在调研时发现，3 家

军队院校分馆到馆人数、借阅量、访问

量出现下滑。调查问卷中，官兵反映馆

室布局宽泛，研战教战学战的有效资源

不多……

阅读应助力强军实践，如何找准发

力点，真正“使上劲”？

国图人拿出举措。不久，以地域划

片划区，以站、点、线串联军地资源的建

议得到采纳。短短两个月，“悦读驿站”

“图书流通点”“微型图书站”相继进驻

军营试点单位。在空军某部图书馆，图

书资源量由 40 万册升级为 400 万册，全

新打造 8 个专题研习区。2023 年 7 月，

在军队院校一次相关会议上，这一共建

共享实践被评为年度优秀案例。

有了好资源和专题区，“移动图书

馆”随即设立。“作为‘移动图书馆’联建

方，联建单位每次演训前，我们都会根

据任务实际列出需求的纸质、电子资源

清单，按需送达。”试点单位相关项目负

责人韩艳娟说。

2023 年，首家军营“移动图书馆”试

点取得成功；2024 年，30 余条图书流通

专线上高原、下海岛、到边关、进哨卡，

在广袤而火热的演训场上一展身手。

2023 年 11 月 8 日 ，国 家 图 书 馆 国

防 大 学 分 馆 揭 牌 成 立 ，图 书 信 息 领 域

的军地合作更加密切。一批直通演训

场 的 站 、点 、册 、网 优 质 资 源 打 包 后 订

单式送达 ，网端可“询”，屏端可“触”，

指 间“ 互 动 ”，助 力 演 训 场 与 战 场 的 畅

通连接。

可喜的是，各地学习借鉴国图经验，

开展多种创新探索。甘肃省天水市图书

馆以“移动图书馆”形式，为驻军某部提供

3万册电子书资源；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

通过智慧阅读终端，为驻军官兵提供涵盖

16家数字平台的 40万册电子文献和超 50

万集视听资源。

“在智慧军营建设大潮中，我们将

抓住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大好

时 机 ，灵 活 应 用 人 工 智 能 、大 数 据 、区

块 链 技 术 ，打 通 数 智 资 源 、融 媒 体 、智

库 关 键 节 点 ，发 挥 国 图 文 化 拥 军 、智

力 拥 军 更 大 的 效 应 。”谈 及 支 持 国 防

和军队建设的未来打算，陈樱表示。

左图：某部“汽车图书馆”内，工作

人员为官兵发放预订书单。

雍 韬摄

右上图：陆军步兵学院举办《孙子

兵法》共读分享会。 翟亚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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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来到练兵场

流通专线通达边关海岛

国家图书馆：让书香浸润军营
■尹汉超 贺一航 刘仁辉

春日，走进国家图书馆军事科学院

分馆，阅读和查找资料的科研人员忙而

有序。实体文献、电子资料，化作强军

路上的一块块铺路石。

2021 年 4 月 19 日，国家图书馆军

事科学院分馆揭牌，数字图书馆同步运

行。据悉，这是国家图书馆在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委及军事机构建立的第

19 家分馆。3 年来，以数字图书馆为依

托，20 余类专报信息，10 余种著名智库

研究报告等，一批批优质文献、数据和

专题资料源源不断提供给军队科研机

构和基层部队。

“文化拥军，就是以文化软实力助

推部队提升战斗力。”国家图书馆党委

书记陈樱说。

回望历史，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一直

有国图人默默支持的身影。“水兵帽为什

么要有飘带？”人民海军设计军装时，官

兵曾提出疑问。国家图书馆立即组织人

员考证飘带起源。参与查证的专家王珂

回忆：“当时，两组人马分头行动搜集资

料，一张图都不放过。”经考证，水兵帽飘

带除装饰外还具有测风向的功能。

置身新时代，国图人主动适应世界

格局之变、战争形态之变。“往往新闻媒

体刚报道战事，数字图书馆平台便推出

权威解读，速度令人惊叹！”空军某院校

学员李伟说。“部队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努

力方向。智力拥军的任务之一，就是信

息资源‘大后方’持续蓄能。”国家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数据框架负责人王安说。

面向未来，国图人正在拓展新领域，

开辟新空间。“如果说打造数字图书馆是

智力拥军的 1.0 时代，那么在课题研究、

人才培养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将开启

智力拥军的新阶段。”谈及正在着手的工

作，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

从“水兵帽”到数字图书馆

智力拥军顺应时代之变

曾经，每当国家图书馆宣传推广负

责人郑晓雯看着珍贵的兵学经典静静

躺在书架上，心中总有几分遗憾。

“ 兵 书 是 国 学 经 典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思 想 博 大 精 深 ，是 中 华 民 族 为 人

类贡献的文化瑰宝。新时代官兵若有

机 会 接 触 这 些 历 史 典 籍 ，从 中 汲 取 智

慧 ，一 定 有 益 于 战 斗 力 生 成 。”她 萌 生

了 为 军 地 读 者 举 办 专 题“ 兵 书 展 ”的

念头。

策划书展，选择展品很关键。《孙子

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尉

缭子》《三略》等 10 部经典，犹如浩瀚史

河中的一串珠玉被拾起。“我们选择了

部分兵书的珍贵善本进行展出，布展中

既讲述它们在特定历史下诞生的背景，

也力求展现其中蕴藏的深刻思想。”阅

读推广员李希说。

2023 年 9 月 22 日 ，由 国 家 图 书 馆

主 办 的“ 自 古 知 兵 非 好 战 —— 中 国 古

代 兵 书 赏 析 ”在 国 家 图 书 馆 总 馆 南 区

紫 竹 厅 正 式 面 向 公 众 开 放 。 很 快 ，

“ 制 衡 与 博 弈 —— 中 国 古 代 军 事 思 想

典 籍 展 ”走 进 百 余 家 军 地 单 位 ；“ 兵 道

传 扬·书 香 军 营 ”在 十 余 家 单 位 同 时

展陈。

军营图书馆展厅，官兵手握兵书，

向古代先贤“求教”；地方图书馆展厅，

观者人头攒动，为前人智慧折服。在海

南琼台师范学院，2021 级学生许正豪留

言写道：“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已成为时代潮流，但‘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的至理名言，仍值得我们时时铭记

在心。”

“兵书展”落地军营内外

古典兵书启迪胜战智慧

历经 3 小时的车程，吉林省和龙市

图 书 馆 馆 长 何 淑 梅 终 于 抵 达 海 拔 近

2700 米的天池哨所。已至 4 月，但长白

山巅的山风依旧凛冽。

天 池 哨 所 有 座 哨 所 书 屋 。 2018

年 ，在 何 淑 梅 的 推 动 下 ，长 白 山 天 池

哨 所 书 屋 和 文 化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工 程

基层点正式揭牌，近千册图书和一台

数字阅读机落户哨所。从那以后，何

淑梅成了边防线上的“书香使者”，每

年总会来哨所几次，了解官兵对书籍

的需求。

这次来天池哨所，何淑梅带来了

一套《红色和龙》，与边防官兵一同阅

读分享。她为官兵讲述和龙抗战史上

的重大事件、抗日英烈的事迹，将和龙

革命老区“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

的光荣历史展现给官兵，引导官兵铭

记历史、热爱边疆。

每次何淑梅来，天池哨所战士刘

涛涛都很高兴。当年，刘涛涛作为一

名新兵来到天池哨所，初入军营的他

从来没想到天池的风那么刺骨，大雪

封山的日子那么孤寂。刘涛涛说，在

那段“水土不服”的日子，是到访哨所

的何淑梅为他推荐阅读书目，鼓励他

从 革 命 经 典 中 寻 找 答 案 。“ 在 这 里 读

革 命 先 辈 过 雪 山 、守 边 疆 的 故 事 ，一

下 子 就 有 了‘ 代 入 感 ’。 如 今 的 我 们

就 是 过 去 的 他 们 ，他 们 能 坚 持 下 来 ，

我为什么不能？”

“边防条件艰苦、环境单调，边防官

兵特别需要优秀文化滋养心灵，充实精

神生活。”何淑梅说。截至目前，和龙市

图书馆已推动建成 10个哨所书屋，为边

防官兵捐赠图书2万余册。

“书香使者”到天池
■本报特约记者 柯青坡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民阅读”第

11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军队

图书馆工作人员，我们深感肩上的担子

沉甸甸的。

我军历来重视文化建设。井冈山

时期开展的读报运动与扫盲、识字、夜

校相结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

和学习积极性，成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

的一大创举。长征路上又创造了“看后

背识字法”——背上贴字，边走边学，许

多“红小鬼”靠这个办法摘掉了文盲的

帽子，也提高了思想觉悟。

如今，青年官兵伴随互联网技术

的迅猛发展长大，对读书有了更高的

需 求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在 部 队 科 研

机 构 、军 事 院 校 开 设 军 事 分 馆 ，在 基

层部队设立“移动图书馆”，成为新时

代文化拥军、智力拥军可圈可点的创

新探索。

4 月 23 日至 25 日，第三届全民阅

读大会将在云南昆明举办，主题是“共

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走向书

香社会，军地协同创新实践，新时代双

拥工作可做的事情有很多。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拥

有 海 量 文 献 、先 进 技 术 和 专 业 人 员 ，

从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就 担 负 为 军 队 提

供 文 献 资 料 的 重 任 。 背 靠 大 树 书 香

浓，部队各级领导特别是图书馆工作

人员，应积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

好 这 些 资 源 ，以 阅 读 力 助 推 战 斗 力 ，

军 地 合 力 打 造 更 多“ 书 香 军 营 、文 化

育兵”的示范样板。

放眼新时代创新实践，图书馆建

设 已 经 成 为 军 民 共 建 的 独 特 载 体 和

特 殊 渠 道 。 前 几 年 ，在 助 力 精 准 脱

贫 、援 建 八 一 爱 民 学 校 的 过 程 中 ，许

多基层部队积极援建地方图书馆、乡

村 图 书 室 ，丰 富 人 民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

为扶贫扶志、扶贫扶智提供支持。如

今 ，军 事 科 学 院 、国 防 大 学 图 书 馆 依

靠自身资源，继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和生态文明建设。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提出 8 项重点

任务，其中明确了“两个统筹”，一个是

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

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一个是统

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

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这也

为图书馆领域的军民共建、军地协同创

新明确了方向。可以预见，军地接续发

力，必将在书香社会、智慧军营建设中

发挥更大的聚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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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书香满军营。
近年来，随着军营图书馆、阅读室建设日益完善，推动越

来越多的官兵养成阅读习惯。军营阅读环境的建设，常常离
不开图书机构的支持。

2023 年 11月 4日，本版以《军营图书馆：背靠大树书香
浓》为题，报道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发挥资源优势开展文化拥
军、智力拥军的做法。第 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们走
进国家图书馆、军队科研机构和基层部队，探寻国图人在支
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的持续努力。

写在前面

镜头一：潜艇出航期间，海军某

潜 艇 支 队 中 士 陈 红 光 撰 写 的 《活

着》 读 后 感 在 《水 下 长 城 报》 刊

登，引来其他舱室的战友穿过水密

门与他换书阅读。

“这也算是‘以书会友’吧！”他笑

道。

创建学习型军营、培育知识型军

人首先要从好读书、读好书做起。该

支队领导介绍，潜艇部队常年在远海

大洋执行任务，战训任务重、出海周期

长，官兵自行选购书多有不便。潜艇

兵一旦出航，便处于封闭环境，特别是

在远航期间，生活相对单调。支队机

关积极与驻地图书馆协商，集中采购

一批图书供潜艇使用。在没有值更任

务时，艇员们除阅读配备的图书外，还

充分利用“龙宫广播”、《水下长城报》

等潜艇特色平台，播报、刊登读书体

会。

该支队还协调驻地图书馆在营区

设立分馆“党员深蓝书吧”，提供各类

图书 1 万余册。 （曹东南）

镜头二：“刚报的需求，今天书就

送到了！”4 月 10 日，空军地导某团

书 吧 内 ，下 士 潘 大 伟 拿 起《士 兵 突

击》，向战友“炫耀”。就在几天前，

驻 地 图 书 馆 向 该 部 征 集“ 心 愿 书

单”，官兵纷纷写下书目。几天后，

来自图书馆的 200 余册图书便增补

到该团书吧，其中就包括潘大伟一

直想读的《士兵突击》。

该团 2020 年起与驻地图书馆协

商建立“流动书吧进军营”机制，由部

队定期提报官兵阅读需求，图书馆精

准供应。据了解，截至目前，图书馆已

向该团提供图书共计 1200 余册，涵盖

政治、军事、文学、历史等领域。共建

“流动书吧”以来，图书馆精准对接官

兵阅读需求，及时增补、更新图书；该

团则根据官兵借阅频率，整理官兵阅

读较少和出版较早书籍，由图书馆回

收更新。此外，图书馆还为该团配备

1 台网上图书馆终端，实现数字资源

共享。

（饶卫平、孟晓雅）

镜头三：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

支队某中队图书室内，上等兵魏泽

宇 正 在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翻 阅 摄 影 教

材。作为中队新任新闻报道员，魏

泽宇一边向中队老报道员、文书学

习，一边利用中队图书室的摄影教

材刻苦钻研，希望能尽快成长为一

名 文 字 摄 影 能 力 兼 备 的 新 闻 报 道

员。

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队大力推

动“书香军营”建设，翻新基层中队图

书阅览室，营造浓厚文化氛围。阅览

室在驻马店市图书馆支持下，引入电

子图书馆阅览系统，可以在线阅览图

书馆电子资源，也可以线上提交实体

图书借阅申请。

中 队 定 期 组 织 读 书 会 ，遴 选 官

兵 为 战 友 推 荐 书 籍 ；阅 览 室 外 设 有

电子朗读机，官兵可跟读、朗读名著

选 段 ；阅 览 室 还 开 设“ 书 法 角 ”，将

“ 笔 墨 纸 砚 ”搬 进 室 内 ，丰 富 官 兵 文

化体验。

（卢星宇、肖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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