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章 图 书 馆

第一节 北海最早的图书馆——合浦图书馆

合浦图书馆座落于北海中学校园内，建于 1927 年，是北海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1926 年夏，关心桑梓文教事业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以他的名义发起捐书集资，

积极筹建一间县级公共图书馆。1926 年秋动工，翌年夏落成。陈铭枢还为图书馆题字，命名“合

浦图书馆”。

这在当时是合浦县最大的图书馆，是一座西式 500 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楼上是书库和借书处，

楼下是报刊阅览室，当时有各种图书、报刊、杂志逾万册。

最初，合浦图书馆由合浦县政府直接领导和派人管理，郭李皇是第一任图书管理员。1936 年

县政府才将该馆拨归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革命先行者赵世尧，曾

担任该馆的图书管理员，并把它作为党在北海活动的主要阵地和重要指挥所。

建国后，它一直是北海中学师生文化知识向往的场所。1992 年底，该馆有图书管理员 2 名，

图书 31903 册，杂志 200 份，报纸 51 份。

第二节 北海市图书馆

一、沿 革

北海市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建于 1966 年。

1960 年，广东省文化局拨款 15000 元，计划在市内新建一间公共图书馆，当时因三大材料准

备不足，故延至 1966 年才动工兴建。馆址原在市中山公园西面（现市园林管理局）。馆舍属平房

结构，面积 360 平方米，造价 20000 元。1967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放，藏书 10000 多册，大部分是

毛主席著作，复本较多。这些书多数原属北海市文化馆所有，市图书馆成立后，文化馆的图书便

移交给市图书馆管理。建馆之初，读者少，开放也不正常，不久因“文革”的冲击而闭馆。

其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市文教局为使市一中恢复正常上课，决定将图书馆拨给一中作教室，

将少年宫（现市中山路支农商店处）拨给图书馆使用。当计划搬迁时，市生资公司却抢先把少年

宫作为扩建支农商店之用。只作价 2 万元给图书馆另行择址建造。由于当时地方财政困难，图书

馆列为缓建工程。为恢复图书馆的正常开放，1967 年底暂借市总工会一间 120 平方米的平房使用，

仅剩图书 3000 多册，工作人员陈万芳、安芝兰、许辉本三名。

1973 年，市财政拨款 40000 元，加上原来 20000 元共 60000 元，在市中山公园东边新建一幢

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共 660 平方米。1974 年 11 月破土动工，1975 年 6 月竣工，1975 年 8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北面是公园，环境幽静。当时馆藏图书 60000 多册。干部职工 8 人，

设有宣传辅导组和采编借阅组。

1980 年增设儿童室，随后增设采编室、外借处、报刊阅览室。1985 年增设自学室和文献资料

室（含研究辅导）。一年后，取消自学室。1991 年 10 月，北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建成，儿童室随

之取消。

目前，北海市图书馆有关工作人员 18 人，设有采编室、外借处，文献资料室和报刊览阅室等



四个业务室，藏书 100000 多册（含报刊合订本）。

随着北海市的大开放大发展，现有规模的图书馆已远远不能适应北海市开发建设的需要，正

在积极筹建大型的现代化图书馆。

二、人员和机构设置

该馆现有工作人员 18 人，大学本科毕业的 3 人，大专 5人，中专 1 人；其中图书馆学专业的

4 人。评上技术职称的有馆员 2人，助理馆员 4人，管理员 2人。

历届馆长更迭表

姓 名 性别 籍贯 职 务 任职时间

陈万芳 女 合浦 负责人 1966-1975

李书麟 男 荔浦 馆 长 1976-1984

陈万芳 女 合浦 副馆长 1976-1985

蒙华堂 男 凌云 馆 长 1985.5-1992.4

陈乃言 男 合浦 副馆长 1987.7-1993.2

谭为民 男 北海 副馆长 1989.10-1991.6

廖美材 男 合浦 馆 长 1993.2-1995.2

历年职工及机构设置一览表

年 份 机构数 职工数

1966-1969 1 3

1970 2 4

1971 2 5

1972 2 6

1973 2 7

1974 2 8

1975 3 8

1976 3 10

1977 3 11

1978 3 11

1979 3 13

1980 5 13

1981 5 14

1982 5 14

1983 5 16

1984 5 18

1985 6 20

1986-1991 6 23



图书馆现设馆长室、办公室、采编室、外借处、报刊阅览室、文献资料室和研究辅导室。具

体工作如下：

采编室现有 3 人，负责图书资料的预订、采购、征集、登记和注销，对重要图书资料的缺漏

进行补缺工作；根据本馆性质，研究图书资料的采访方针，制订采访计划；负责图书资料分类、

编目和技术加工；负责公务目录的组织和读者目录的保养工作，及时更补损坏卞片，保持目录的

统一和完整；根据需要编制联合目录，开展馆际间的协作活动、负责接待基层图书室管理员有关

分编业务的咨询；建立和健全各类统计制度，定期进行分析汇报。

外借室工作人员 4 名，负责图书的外借工作、书库的管理和图书的保养修补工作；并适当开

展馆外流通工作。

报刊阅览室工作人员 3 名，为读者提供报纸和杂志的阅览工作、报刊的查阅工作；负责报刊

的预订、征集、登记及补缺装订工作；还有对报刊资料读者目录的组织与保养。

文献资料室和研究辅导室合在一起，共有工作人员 3 名。为读者提供资料的查阅、咨询、代

查、复印和馆际互相服务；负责基层图书馆（室）的业务辅导，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建立和发展图

书馆（室）网点；负责编辑各种专题文摘、目录索引资料，积极为领导决策、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和“星火”计划服务；负责本馆人员的业务辅导和培训，并注意搜集、整理图书馆学方面的资

料，开展业务研究；办好馆内两版宣传专栏，宣传图书内容、指导阅览，并根据需要举办各种类

型的读书活动。

三、馆舍、藏书和经费

该馆目前主楼一幢 820 平方米，其中书库 160 平方米，阅览室 80 平方米；砖木结构平房 10

间，315 平方米；小厨房 2 间，20 平方米；门口小屋 2 间，35平方米。

1993 年 4 月统计，含报刊合订本，馆里藏书共 107102 册。其中地方文献约 200 册；古籍书约

5000 册；科技图书占全部藏书的 16%。1993 年订阅中文期刊 320 种；外文期刊 1 种；中文报纸 107

种；外文报纸 1 种，报刊合订本 23 种。

较珍贵的藏书有：《东方杂志》16 开本 32 卷；《中文大辞典》16 开本 40 卷；《世界美术全集》

16 开本 30 卷；《两宋名画册》；《鲁迅全集》20 卷；《古今图书集成》丛书(古典影印本)3000 册；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及其部分藏书等。

历年经费一览表

年 份 经费（元） 其中购书费 备 注

1966-69 2000 1000

1970 2800 1200

1971-72 4200 2000

1973-74 4800 2400

1975-77 11000 4900

1978 29000 12113

1979 32198 13400



年 份 经费（元） 其中购书费 备 注

1980 26695 9690

1981 18000 10141

1982 44495 8500 其中市拨维修费 20000 元

1983 26196 9690

1984 42500 26311

1985 37000 19035

1986 85500 11000 其中修建费 2800 元

1987 560582 15043 其中市儿童馆基建费 500000 元

1988 82400 20000

1989 76200 20000

1990 93503 40000

1991 166774 40000 包括儿童图书馆

1992 127914 40000

四、管理制度和社会效益

该馆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主要有：岗位责任制、奖罚条例、书刊的采购方针和分

编规则，以及读者须知等。这些制度的制订、实施，保证了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社会效益：

根据 1990 年至 1992 年间服务数字统计，北海市图书馆就接纳读者达 21万人次，其中办理借

书、阅览、参考咨询证共达 7 千多个；图书外借 6.8 万人次，7 万多册次；内阅 8.5 万多人次；33

万多册次，解答读者各种咨询和提供信息约 850 多条。开展了如知识竞赛，新书介绍、辅导讲座、

书刊展览、读者报告会、座谈会、知识猜谜、图书评论、图书竞赛、信息及专题资料汇编，到基

层、厂矿、农村开展服务活动，辅导建立基层图书馆室等，充分发挥图书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

社会教育的功能作用，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1、1992 年 2、3 月间，深圳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孙浩等同志受市政府委托。研究北海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图书馆为他们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使其顺利完成了《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

研究报告》；并在 1992 年 8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的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研究报告论证会上获得通过。

2、随着北海市建设高潮的到来，许多外来开发建设者来馆查找有关北海资料，如投资指南、

政策信息、土地法规、高层建筑等资料，该馆均积极热情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使他们在北海建设

中施展才能。

3、为面粉厂等厂矿企业提供技术资料，解决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4、向农民尤其是养殖专业户提供养殖技术资料；并为他们提供养殖信息。

5、该馆编印不定期《报刊专题资料》分发有关领导和单位。为领导决策、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和“星火”计划服务。

6、开展高尚、健康的文化娱乐，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如提供丰富的杂志、报纸和小说，



不定期地开展“送书上门”、“读书活动周”。1983 年起征文出版《图书评论》共三期；开展“国庆

读书有奖活动”；“‘六、一’少年儿童小蜜蜂读书读报奖章活动”；1989 年 6 月举行“庆祝‘六一’

现场书法有奖比赛”；1991 年开展“图书馆与我”征文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群众文化生活更为

活跃。

第三节 北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北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是一所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是全市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中心。

该馆兴建于 1987 年底，1991 年 10 月 16 日落成开馆。馆址位于市解放南路（长青公园对面），

占地 4680m
2
，建筑面积 2500m

2
，整体建筑为园林式结构。

少年儿童图书馆隶属市文化局领导，（科级建制，定编 20名）现有工作人员 15 人；其中主要

业务骨干来自市图书馆。全馆人员中，具有大专学历的 5 人，中专学历的 6 人，高中学历的 4 人。

获馆员职称的 1 人，助理馆员 6 人，管理员 3 人。

组织机构：在馆领导下设有办公室、采编部、辅导部、借阅部。馆内服务窗口主要设：外借

处、中学生阅览室、教师阅览室、小学生阅览室、低幼阅览室、音像室和自学室等，共有阅读座

位 363 个。该馆对图书资料的采集，注意坚持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坚持以有益于培养少年

儿童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提高、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为原则，尽量收齐少年儿童读物，也注意

收集有关教学的书刊及参考资料，积极选购有益于开发儿童智力、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声相资

料、儿童玩具等。目前，馆藏图书 20000 册，报纸 118 种，期刊 304 种。主要服务对象是少年儿

童，兼顾高中生和少儿工作者。根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和阅读心理等特点，遵循全心全意为读

者服务的服务宗旨，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为已任。该馆除开展正

常的阵地借阅服务外，还经常组织开展新书介绍、图书评论、书刊展览、辅导讲座、读书报告会、

知识竞赛、益智游艺故事会和队日活动等；并举办书法绘画班、英语培训班等。采取多渠道、多

层次的方式为读者服务，有效地发挥少儿图书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开展社会教育的职能，吸引

广大少儿读者踊跃到馆学习、活动。此外，少儿图书馆还担负着对全市中小学图书馆（室）进行

业务辅导的重要任务。

现任馆长：谭为民，副馆长：麦伟琼。

第四节 基层图书馆、室

建国前，北海企事业单位不多。除北海中学有一间较大的图书馆外，基督教中华圣公会于 1940

年至 1947 年间在北海开办“圣三一中学”，也有一间较大的图书馆。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调查，

该图书馆面积 760 平方米，有中文图书 30500 册；外文图书 6000 册。

建国后，北海的企事业单位逐渐增加，乡镇文化事业相继发展，很多单位先后建立了图书馆、

文化室。

现在藏书超过 10000 册的基层图书馆有：海洋研究所、市总工会、市党校、市教育局、市中

医院、市海运公司、市水产学校、北中、市一中、市二中、海运技工学校、北海电大、市卫生局

等 13 个单位；还有人民医院和动植物检疫所图书室的建设也比较好。

附：各系统图书室一览表



教育系统图书馆（室）一览表

单 位 总藏书量(册) 建立时间
管理员

专职 兼职

北海中学 55000 1926 2

市一中 16000 1 2

市二中 10000 1962 1 2

市一小 3002 1985 1

教育局 30000 1982 1

党 校 30000 1976 2 1

海运技工学校 16000 1978 1

北海师范 2500 1

北海电大 15000 1985.9 1

市水产学校 10000 1 1

市技工学校 1970 1987 1

卫生系统图书馆（室）一览表

单 位 总藏书量（册） 建立时间
管理员

专职 兼职

动植物检疫所 1260 1989 1 2

中医院 18077 1956.11 1

人民医院 5300 1958.11 3

二医院 4000 1960.3 1

卫生局 10000 1981 1

企业单位图书室一览表

单 位 总藏书量（册） 建立时间
管理员

专职 兼职

淀粉工业总厂 2000 1986 1

化 肥 厂 7000 1960.10 1

造 纸 厂 1200 1978 1

海洋渔业公司 2000 1975 1

海运公司 15000 1973 1

市百货公司 1000 1981 1

风 机 厂 5000 1

区 船 厂 5000 1

玻 璃 厂 1500 1

电 机 厂 1500 1



供电局等单位图书馆（室）一览表

单 位 总藏书量（册) 建立时间
管理员

专职 兼职

供 电 局 1200 1975 1

水 产 局 400 1

中国人民银行 4000 1 1

市 总 工 会 10000 1

北海日报社 3000 1987.1 2

海洋研究所 14832 1978 2

乡镇图书室一览表

单 位 总藏书量(册） 建立时间
管理员

专职 兼职

地角文化站 500 1988 1

高 德 镇 已取消

新 港 镇 已于 1988 年停止开放

西

塘

乡

西塘村 300 1977 1

龙潭村 300 1988 1

驲马村 300 1988 1

曲湾村 300 1988 1

咸

田

乡

白虎头村 800 1

电建村 500 1989 1

咸田村 100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