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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很多图书馆启动应急服务预案，安排馆员坚守

岗位，充分利用官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开展线上服务，很好地保障了数字资源供给，传播了

应急科技知识，展示了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为打赢防控阻击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同时，

图书馆应该增强忧患意识，针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建立应急服务体系。

首先，构建应急服务组织系统，通过制定应急服务相关制度、标准和指南，开展应急服务

培训与定期演练，增强馆界和馆员应急服务意识，提升馆员应急服务能力；通过建立区域性或全

国范围内图书馆联动机制，以便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发挥馆际合力，迅速形成应急服务预案，

构筑统一的应急服务行动。其次，建立馆内应急服务协同模式，通过科学分析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本身特征和影响，在馆内形成跨部门协同的应急服务团队，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方

式，在保障图书馆正常服务前提下，推进针对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资源应急免费服务。再次，建

立应急资源组织与服务系统。在图书馆门户网站增设“应急服务模块”，针对突发事件及时启用

应急服务功能，提升大众相关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取能力；同时，因地制宜地针对突发事件重点地

区或单位，针对预印本网站、数据库、自媒体等进行中外文文献检索汇总，并清洗、整理、统

计、分析文献数据，一方面形成专题资料库，提供定题文献服务，另一方面形成相关分析报告或

动态参考，提供相关科研或决策部门参考。最后，建立应急服务宣传推广渠道。与政府相关部

门、相关社区、相关单位进行联动，将图书馆应急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利用相关渠道

或途径进行服务宣传，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作用，开展突发事件应急专题讲座，发

放应急知识手册、播放应急宣传片等，帮助公众快速掌握自我保护和自救方法，培养公众危机安

全意识。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有多种类型，如公共卫生类（疫情、食品安全）事件、自然灾害类（地

震、洪水、冰雹）事件、事故灾害类（矿难、火灾、放射污染）事件和社会安全类（区域暴乱）

事件等，需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范围的突发事件，设计差异化应急服务策略，需要

各级图书馆（如国家级、地区和基层图书馆）构筑协同化应急服务机制，提升应急服务质量和效

果。需要不同类型图书馆（如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发挥各自资源特色和服务

优势，强化针对各自服务主体的应急服务，这样才能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认

知作用和公共服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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