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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朱涵

很少的公共预算，158名员工，一年内密集开
展 5000场“接地气”“有干货”的活动和课程，一个
市级图书馆居然“轻轻松松”就做到了。

一年 5000场，平均一天 13场！这些惊人的数
字，一个市级图书馆是如何做到的？经费哪里来？架
构体系有何特色？如何撬动公共文化资源？如何调
动各界积极性？活动魅力何在……让我们走进这座
百年图书馆——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

一年 5000 场活动内涵丰富

1月 12日早上，74岁的孙斌和朋友一起来
到嘉兴市图书馆总馆二楼的电脑机房。快过年了，
他参与的“夕阳红 E族”系列课程新开了一堂课，
教老年读者们怎么用微信制作贺卡、群发祝福。

从 9 点到 10 点，孙斌坐在离讲台最近的位
置，一边跟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的
讲解操作手机，一边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操作
步骤。“现在和儿女孙辈联系，我就直接用微信，方
便多啦！”孙斌说。

“刚来上课的时候，我连什么是电脑、怎么开关
机都不知道。上了两年的课，现在怎么拍照、挂号、淘
宝、做表情，甚至发抖音、PS，我全都会。别看我们年
纪大了，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感觉活得有滋有味。”一
下课，67岁的退休工人周玉英迫不及待地举着手机
围在讲台边，她说，“老年人忘性大，遇上不明白的问
题，总是要一遍一遍地问，但老师总是很耐心。”

城市另一头，嘉兴市图书馆高照街道分馆里，
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们正在观察电脑屏幕里上下
翻转的立体几何图形，嘉兴市民赵晓莉正带着上
二年级的儿子一起学习“ 3D 建模打印”。赵晓莉
说：“我关注了图书馆的公众号，能查询每一期的
活动，只要有合适的活动我就给孩子报上名，这次
主要是为培养一下孩子的立体几何思维。”

“余小娃创乐高”“‘禾苗’绘本阅读”“中国信念
习俗”“创意机器人”……在 12日当天，20余场面
向不同年龄群体的活动在嘉兴市图书馆总馆和分
馆举办。2019年全年，嘉兴市图书馆借助 1个总
馆、2个区馆、16个乡镇（街道）分馆的服务体系，
一共举办了 5000 多场活动，服务 120万人，总到馆
人次达到 425 万。

“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了十多个活动品牌，每个
品牌都有自己的专属教材。”嘉兴市图书馆馆长沈
红梅介绍说，图书馆针对学龄前儿童、少儿、中青年、
老年和特殊群体，设计了“阅动全家 书香嘉兴”好
家长、好宝贝、领读者系列、“图书馆第一课”系列、

“禾禾少儿”系列、“好书有约”“夕阳 E族老年信息
素养培训”“快乐读写直通车”等系列课程及活动。

一些活动开展了已有近十年，伴随着老百姓
需求的不断改变而求新求变。比如面向老年人的
信息素养培训课程，最开始教老年人如何开关电
脑、使用鼠标、用键盘打字，如今，更多的课程以智
能手机为载体。“你想不到吧？最受中老年朋友欢迎的
课程是手机摄影和制作电子相册。”一名志愿者说。

一些活动的受众虽然渐渐少了，但仍然被保
留下来，每年“雷打不动”地举办。“每到年关、春
运，我们都会辟专区、设专人，一对一帮助外来务
工者通过网络购买返乡车票。”沈红梅说，这项活
动最开始推出的几年特别火爆，每年有好几千人
到馆买票抢票，现在随着信息素养的提升和网络
设施的完善，来图书馆买车票的人少了，但图书馆
仍然时刻准备好提供服务。

“感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2019年 12月，一
名叫罗帅的外来务工者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买到了 6张上海至重庆的火车票，他特地找出
一张纸，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感谢。

还有一些活动，随着活动体系的完善，影响也
越来越大。嘉兴市图书馆针对小学生开展了“图书

馆第一课”活动，自 2018年初开始实施，至今已面
向 20所小学开展 300余场阅读活动，发放 9000份
阅读礼包，吸引了近 2 . 6万名学生参与。

“我们编辑了《小学生阅读参考读本》，设计了
阅读礼包，推出综合‘菜单式’教育课程。基础菜单
包括《你好！图书馆》《文献资源》《信息素养和新技
术》和《地方传统文化》四大类。每个学校，包括各
乡镇小学都可以根据校园特色和具体需求，进行

‘点单’，由图书馆工作人员上门讲课。”嘉兴市图
书馆副馆长许大文介绍说，每场活动会指定由 2-
3名一线专业馆员进行现场授课，联合社工组织、
出版社、政府部门、家委会等第三方机构和阅读推
广志愿者走进学校。

“今天的阅读社会已不是‘作家写书、出版社
发行、读者阅读’简单的线性流程。通过活动来推
广阅读，要满足读者在不同场景的阅读需求。真正
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意味着图书馆也要努力发出
自己的‘声音’。”许大文说。

一张紧密的公共服务网络

原木色的桌椅、崭新的电脑、充足的采光……

“刷脸”走进嘉兴市凤桥村中心的嘉兴市图书馆
洪合镇凤桥村分馆·智慧书房，仿佛走进了一家
“网红”咖啡店。

凤桥村村民朱琳珍的两个小孙子正窝在书
架旁的沙发上读绘本、看漫画。“孩子们周末来
村里看望我，我就喜欢带着他们来图书馆，环境
好，书也多，他们都很喜欢。”朱琳珍说。

嘉兴市图书馆凤桥村分馆是一个“村级”的
基层书房，主要服务周边近 2万居民。在 2019
年中，这里成功举办了近 100场的活动。“每逢
双休日、暑假，几乎天天有活动。”浙江嘉兴凤桥
村智慧书房负责人、洪合图书分馆馆长杨斐说。

在沈红梅看来，一年 5000场这样大体量的
活动能够在一个地级市的公共文化领域内有序
开展，正是因为嘉兴市图书馆在基层拥有众多
像凤桥村分馆·智慧书房这样紧密且稳定的“触
角”，从而能将标准化、规范化的活动由市一级
层层推广到基层，“一竿子插到底”。

在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中，总馆、
乡镇（街道）分馆、礼堂书屋、流通点等，在建设
标准、业务规范和管理规范上都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镇（街道）分馆，由市、区、镇（街道）三

家共同出资建设，每家每年 12万元，每个馆不
少于 500平方米，有市图书馆一样的功能区和
服务内容。纸质和数字的资源是由市图书馆统
一采购和配送，区域内的图书可以任意借还。分
馆由市图书馆下派专职的分馆馆长，由市图书
馆进行统一的业务管理，每个分馆都严格按照
总馆的业务规范为当地的市民提供服务。

2019年，嘉兴市图书馆乡镇（街道）分馆因推
行标准化活动模板，阅读推广活动大幅增加，共
举办 3090场活动，10万多人参加；活动数量较去
年增加 20%以上。即使是最基层的村（社区）图书
分馆，2019年也举办了 600余场标准化的活动。

图书馆“走红”之后

近两月来，嘉兴市图书馆因为一年办 5000
场活动成了“网红”，不仅在网络上、媒体上获得
了大量的关注，还和故宫博物院、华为一同登上
了“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50”榜单。

嘉兴市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4年的嘉
郡图书馆，是全国建立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1915年，“嘉兴公立图书馆”开始采用现代图书馆管
理方法，制订章程，对群众开放借阅。1981年，嘉兴
恢复县级市建制后，图书馆更名为“嘉兴市图书馆”，
馆名由文学巨匠茅盾题写。从 1996年开始，嘉兴市
图书馆着手计算机自动化管理和电子数字资源建
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嘉兴市图书馆逐步实现了从
传统图书馆向自动化、信息化转变的过程。2003年，
嘉兴市图书馆搬入新馆，开启服务新征程。

“搬迁新馆之后，我们开始用网络管理老图
书馆，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通过网络，就可以
把市、区、镇、村各个级别的图书馆都统一管理
起来，真正实现资源的统一流通、统一检索、通
借通还。”沈红梅说。

从嘉兴市开始探索并建设城乡一体化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至今，已有 12年。这个
高效运行体系也被业界称为“嘉兴模式”。

“传统图书馆的工作是以书为中心，而现代
图书馆则是以人为中心。这一转变必然要求图
书馆改变服务形态，从读者真正的需求出发提
供有效的服务。”沈红梅打开手机微信群，各个
分馆、智慧书房的负责人正纷纷上传当天举办
活动的热闹场景照片。“如今我们对外建立起嘉
兴市图书馆的品牌效应，图书馆内部也形成了
积极开展活动、创新内容的文化。”

这两天，图书馆活动推广部主任程玉芳正
在四处为“南湖讲坛”活动寻找授课专家。这个
活动邀请众多专家大咖到图书部坐堂开讲，有
的大专家还走进了乡镇，走进了村子里。“南湖
讲坛”活动已连续开展了近 15年，最少每月两
场，几乎场场爆满。一位听众这样留言：“课讲得
如此生动，令人回味无穷，嘉兴人对文化的执着
也令人惊讶！”

在新的一年，嘉兴市图书馆还酝酿了更多
的尝试和探索，比如正在建设的嘉兴市图书馆
二期，在未来有望成为展示自然、“阅读”自然
的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也还在寻求跨地域的
合作，进一步拓宽细分专业领域活动，不断根
据读者的实际需求，开发新的课程、推出新的
活动。

“一个城市的图书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
的定位。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为提升整个民族
文化素养服务，图书馆应该是人民的终身学
校。”沈红梅说。

“图书馆应该是人民的终身学校”
一年 5000 场服务读者的文化活动，一个市级图书馆是如何做到的

四层审核层层失守，“彩虹屁”论文不应撤了就完
近日，一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的

论文引发关注，公众质疑其大肆吹捧导师和师娘。
目前，当事方已分别做出回应：编辑部发表撤

稿声明，承认在该文刊发前审核不严并郑重致歉；
论文中所涉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称，该文
与《冰川冻土》的学术定位不符，自己对文章的发
表事先一无所知，申请引咎辞职；论文作者表示，
对于网民把论文理解为“拍马屁”有点恼火。

以核心期刊的底线要求为标杆，相关论文有
哪三大硬伤？轻松过审又突破了哪四道审查关卡？
除了撤稿还应当如何追责？针对公众围绕该事件
的关切焦点，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论文的硬伤在哪里？

徐中民所著《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
实践》一文的硬伤究竟在哪里？

首先，多数受访者认为，文章内容与期刊定位
不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徐中
民的文章发到文学杂志上可能没什么，但发到学
术期刊不合适。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天定认为，学术期刊虽
然也可发表一些非学术文章，包括人物访谈、对学
者个人的研究等，但总体来说应以专业内容为主。
这篇充满对个人溢美之词的文章，与《冰川冻土》
“中国冰、雪、冻土和冰冻圈研究领域唯一的学报

级刊物”定位不符。
他说，如果是师生间的自娱甚至在大众媒体

刊发都可以被理解，但公然发表在专业研究期刊
上，有损刊物的学术权威性和公信力。

西部某高校教师说，“望之可让人顿生一种崇
高感”“近处让人能感到春草的芬芳，优美感四溢”
“师娘美，其风姿绰约，雅致宜人”等语言明显是拍
马屁，没有任何严肃、严谨的学术风范。

核心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
量高，能够代表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读者重视的专
业期刊。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一是选题新颖，体现
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发现；二是案例、数据
等论述都要站得住、立得稳、证得清；第三行文要清
晰有逻辑。专家认为，这些条件该文都不具备。

其次，涉嫌公器私用。
该文章于 2013 年发表在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的学术期刊《冰川冻土》中，当时，文章作者徐中民
正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
员，文中提到的“导师”则是《冰川冻土》主编、中国
科学院院士程国栋。

“作者在自己单位办的期刊上吹捧自己的导
师和师娘，而导师本人就是刊物主编，这种学术生
态很不正常。”南京某 985 高校教授说。

值得关注的是，徐中民的论文内标注了研究
经 费 来 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91125019)资助。据了解，该编号对应的是“黑河
流域中游水—生态—经济模型综合研究”项目，项

目资助金额 200 万元。项目隶属于 2010 年启动的
重大研究计划“黑河计划”，程国栋担任专家组组
长。记者查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发现，
该项目已经结项，而《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
与实践》被列入成果一栏。

很多学者表示，除了这篇走到极致的奇葩论
文，当前，核心期刊的一些论文确实质量不高，比
较突出的问题主要包括：创新性不够、重复性发
表、时效性不强、基础性研究少等。

四层审核机制如何被洞穿？

据了解，学术期刊的内容审核大致分四步：由
期刊编辑根据本刊定位进行初筛；初筛文章提交
给编委会成员，确定两至三名审稿人进行专业评
审；编委会给出“建议刊发/修改后刊发/拒稿”的
专业评审意见；由编辑修订后正式刊发。

由于等级越高审稿机制越严，想要登上核心期刊
实属不易，公众对该论文为何能顺利刊出表示不解。

“一篇明显跑题的文章，本来应该在编辑初筛
环节就被打回，最终却通过编辑、编委会、审稿人
等几道把关环节，应该是关系起了作用。”中科院
某学报负责人评论说。虽然程国栋称自己对文章
的发表事先一无所知，但多数受访者表示怀疑。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学术期刊存在一定的“圈
子文化”。一家单位主办的期刊，作者往往以单位或
者主编的学生为主，圈外学者很难进入。这很不利

于前沿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创新。
王天定认为，虽然目前期刊论文发表已有一套

相对完备的规章制度，但在具体执行中往往不到位
或比较随意。有的学术权威与门生故旧形成利益共
同体，垄断各类课题、项目的评审。一些年轻学者为
争取资源攀龙附凤，甚至进行“精神贿赂”。

此外，专家表示，版面费、人情、关系都是
“垃圾稿”被刊出的背后原因。

广西大学主办的《文化与传播》期刊编辑张
明认为，论文匿名评审制虽已推行多年，但实际
执行中，外审专家的选择仍依赖于期刊的自律，
若无自律制度便流于形式。他建议，论文的刊发
应遵循利害关系回避原则，可建立评审专家库，
由计算机系统随机推荐评审专家，减少论文评
审中的人情因子。

“问题论文”应如何处理？

一些网民质疑，《冰川冻土》的文章发表于
2013 年，为何今天问题才被爆出？对于“问题论
文”应如何处理？

据悉，早在 2013 年这篇论文发表后不久，
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只是没有进一步发酵，也没
有对该期刊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2015 年，该
期刊获评全国“百强科技期刊”。熊丙奇认为，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术圈存在封闭的小圈子。

据了解，目前对于“问题论文”的处理主要

包括删除与撤稿。
2017 年 4 月 20 日，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

一次性撤销 107 篇中国作者论文，原因是提供虚
假同行评议，包括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伪造
同行评议意见，引发轩然大波。当年，科技部牵头
会同中国科协、教育部、卫计委、自然基金委等相
关部门开展彻查。最终，暂停了部分涉事作者参
加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将撤稿论文中作为研究
工作基础而被列入 2017 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
的项目，采取了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中国工程
院暂停了 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

2018 年 5 月，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
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科研诚
信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建立
学术期刊预警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发布国内和国
际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
整。将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
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
研究员王捷认为，随着 CNKI 数据库的广泛使
用，学术不端事件被公开曝光的概率大大增加，
倒逼期刊编辑部、作者、审稿人都更加谨慎。

熊丙奇认为，学术期刊如果发现图片错误、
数据错误、抄袭等问题，应该启动撤稿机制，发
布声明，并禁止作者几年内在本刊发表论文。
（本报记者蒋芳、郑天虹、王珏玢、农冠斌）

一年 5000 场服务读者的
文化活动，平均一天 13 场！

“传统图书馆的工作是以
书为中心，而现代图书馆则是
以人为中心。这一转变必然要
求图书馆改变服务形态，从读
者真正的需求出发提供有效的
服务。”

让我们走进浙江省嘉兴市
图书馆

回回音音壁壁

▲嘉兴市图书馆外景。
（嘉兴市图书馆供图）

嘉兴市图书馆开展的“夕阳红 E 族”信息素
养培训活动现场。

嘉兴市图书馆开展的“图书馆第一课”活动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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