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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今年春季，“非典”突袭北京，给图书馆正常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图书馆每个职工也经历了从紧张恐慌到
沉
　　　　　　着应对的过程。图书馆在“非典”防治小组的领导下，采取有
力
　　　　　　措施，克服困难，积极防御，尽量减少对工作的影响，保证图
书
　　　　　　馆的正常开放，谱写了抗击“非典”的平凡而感人的篇章。相
信
　　　　　　非常时期即将过去，这里刊登的几篇文章将使我们铭记每一位
同
　　　　　　仁面对考验所交出的精彩答卷。



图书馆成立防治“非典”领导小组

　　2003年4月16日根据学校重要决定精神，图书馆党委、图书馆行政做出
决定，图书馆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工作小组。密切配合上级部门，打
好防治"非典"这一仗。
　　组长：高倬贤 副组长：武振江
　　成员：季 红 、李晓娟、 刘景旺

面 对 压 力 积 极 工 作
——图书馆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正常开馆为师生服务

　　在突发的防治"非典"特殊时期，图书馆既要全力对全馆将近400多位员工
（包括正式、离退休、临时、项目临时人员）的身体健康负责，还要面对全
校学生没有校外活动和不停止学习、到图书馆人员数量基本不减少的巨大压
力。全馆员工团结协力、紧密配合、克服困难，做到在特殊时期正常开馆，
为广大师生的正常教学、科研服务。
　　1、 4月17日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亲属感染"非典"，请示学校后，图书馆
在周末对全馆紧急全面消毒。但是到21日她的亲属中又有3位感染"非典"。这
对很多员工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面对突发情况，图书馆党政领导班子、防
治"非典"工作领导小组在全馆动员，人人动手再次全面大范围做了彻底消
毒，并及时向全馆人员通报了那位工作人员的情况。避免造成过大的心理压
力。(5月2日该工作人员被解除隔离，身体情况良好。)
　　2、 图书馆工作面对全校师生、也面对外校和社会，在防治"非典"时期，
面对图书周转量没有减少、人员进入没有减少的情况，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
护员工的身体健康。为了做到预防为主，图书馆先后给员工发放了口
罩、"84"消毒液、消毒纸巾、手套、体温计、药皂、肥皂等用品；防治"非
典"小组督促每天进行图书馆全面消毒，时时刻刻都在检查各个部门、办公
室、阅览室开窗通风。并随时掌握工作人员的身体情况。为了保证学校的安
全，图书馆从4月22日起暂停对校外一切接待。
　　3、 为了使全馆员工了解全面情况，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提高防范意
识，图书馆防治"非典"小组先后在网上给全馆人员发出21个"通知"、"通报"，
以稳定人心、稳定工作、稳定局面；收到明显效果，保证了图书馆工作的正
常。
　　4、 图书馆在以往平常情况下每天进馆读者将近2万人次。在防治"非
典"这个特殊时期，仅在4月25日到28日进馆读者量稍微少些，"五一"后每天
平均约进馆读者仍超过1万人次；从4月21日到30日平均每天外借图书仍然达
到3，000多册、还书3，000多册；"五一"期间我们除5月1日当天放假一天，
其余时间尽量开馆，甚至比历年"五一"开放时间还多；"五一"过后，图书流通
量大幅度增加，仅5月6日一天，借还图书将近9，000册。为了避免人员大量
进入图书馆，我们及时开展了电话预约、电子邮件和系统办理业务，到目前
已经有600多人享受到这种服务。
　　5、 我们在"五一"假日期间要求所有部门主任每天对所属人员情况必须做
到心中有数，对人员去向、家庭成员情况、员工本人身体情况都及时报告馆
防治"非典"小组，全馆所有部门坚持做到"零报告"，使我们对所有人员的情况
都能够全面掌握了解。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对身体不适、家人有病人的
员工都做了特殊照顾、安排、处理，使得员工在和谐的环境中安心工作。
　　6、 图书馆党政领导班子和防治"非典"工作领导小组也确实感到责任重
大、承担风险。"五一"前，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
所有的北京市所属公共图书馆先后关闭，停止对外服务和内部工作；也有兄
弟院校图书馆采取减少服务时间、倒班休息工作、路远人员暂时不上班的方



式。而北大图书馆不但没有停止所有项目的读者服务工作，内部工作也完全
照常，甚至工作成绩比以前还更出色（仅编目部的中文图书编目出书量在4月
份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这个时期学生虽然不停学，但是实际上到
图书馆的基本没有减少；而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住在校外、甚至从很远的
地方每天乘坐公交车来上班。图书馆相对来说读者集中、人员流动量大、阅
览室环境封闭不利于空气流通、一线工作员工直接近距离面对读者服务、读
者身体情况无法了解（这点我们根本不能与学校一些机关单位的封闭式管理
相比）！我们面对的每天依旧有超过10，000读者进入图书馆的情况,平心而
论，我们确实深感责任重大，也承担风险！（历史系教员尚小明在4月29日就
以前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借阅图书。）我们每天借还的数千册图书也无
法消毒、更无法知道使用人的情况，因此增加了我们在防�"非典"工作中的
难度。

　　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团结协作，克服困难，用对
广大师生负责的积极态度和热诚的服务坚持正常开馆，为学校的安定和教学
科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领导小组
　　　　　　　　　　　　　　　　　　　　　2003年5月9日

抗击“非典” 从我做起

　　4月中旬北京非典型性肺炎突然爆发。面对疫情，编目部同志在"图书馆
防治'非典'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迅速从开始的惊恐与迷茫状态中扭转过
来，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路，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同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
度，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非典。
首先，编目部每位同志均增加了自我防范意识，比以往更加住重室内卫生。
除每天自我保洁外，还坚持每周一、四两个早晨集体做扫除，同志们消毒、
擦拭，认真负责，不留卫生死角，确保工作环境整洁。
　　因编目部工作性质所定，工作人员密集程度高，此种情况不利于防病。
在馆领导的亲自督促下，我部门坚持工作时间将全部门窗敞开，以使空气长
期处于流动状态，确保室内空气清新。
　　编目部同志们的乐观向上还表现在组织和参加体育锻炼，以积极主动态
度应对非典。下午休息时同志们一起做体操，有的同志还坚持晨炼，以此提
高自身的免疫力。
为确保居住较远的同志不于上下班路上被传染，编目部还根据自身工作特
点，在保证每天工作时限不变和确保个人工作定额完成的前提下对路远的同
志试行前后顺移半个小时的做法，以使他们平安到馆，安心工作。
　　综上，在馆领导的指导下，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编目部的全体同志至
今均身体健康，努力工作。（编目部--李云）

在与“非典”抗争的日子里

　　遭遇非典，与其说这是一场不幸的灾难，倒不如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来说。在与"非典"抗争的特殊的日子
里，古籍部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保持健康平稳的心态。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
态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消除恐惧心理。面对非典，一点儿不害怕是不可能
的，关键在于保持一种客观平稳的心态，既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不能过分
恐惧。这段时间，大家通过各种正式的途径，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非典"的



各种知识，心中有数了，再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恐惧心理自然就消除了。正
是这种平稳的心态，保证了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顺利进行。另外，古籍部
同志表现出很高的个人素质和修养，不道听途说，不制造和传播任何没有事
实根据的言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消除恐惧心理的作用。
　　二，坚守工作岗位。古籍部的很多同志住家都离学校很远，特别是接待
读者的阅览室，8位同志中只有两位住在学校附近的畅春园和燕北园，其余一
人住五棵松、两人住西三旗、两人住回龙观，最远的一位住在小汤山附近的
宏福苑。虽然疫情严重，但大家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工作岗位，从没有因
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影响读者的接待工作。危急时刻，同事之间还洋溢着互
助友爱精神的暖流�"五·一"节前最紧张的时候，馆领导照顾路远而乘公交车
上班的同志在家休息，有私车和家近的同志就主动要求值班；而路远的同志
也克服困难坚持上班，乘公交车危险就骑自行车，远在回龙观的同志来回要
骑近两个小时，住在宏福苑的则要花三个多小时。而且，家远的同志们是每
天到单位最早的，基本是提前半小时到校，为了不迟到，他们要很早就起
床，经常是早饭都来不及吃，十分辛苦。
　　三，积极参与抗击"非典"的斗争。虽然我们不能象白衣天使那样战斗在
抗击"非典"斗争的第一线，但我们用自己力所能及的特有方式，同样是积极
投身到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去。首先是积极配合学校、馆内和居住小区的
各项防护措施。其次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身体，增强肌体抵抗
力。上班来得早的同志，放下东西就到馆外跳绳、做操、打羽毛球；每天中
午吃完饭，家远的同志都坚持环未名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患难见真情，
古籍部同事积极响应校工会号召，踊跃捐款，接到通知的当天上午就把捐款
收齐，第一个交到馆工会。全部门正式职工18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
心，共计2350元。
　　"非典"仍在肆虐，人与SARS的斗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但是我们有
理由坚信，只要我们积极向上、乐观健康，只要我们同舟共济、万众一心，
人类终将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李雄飞）

 
“非典”时期更要注重卫生安全防护工作

——流通部卫生检查工作小结
　　

　　为保证在岗职工的健康安全，进一步提高大家抗"非典"的自我保护意
识，五月六日，在节假日过后的第一天，流通不就加强各组日常卫生消毒的
工作进行了布置，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于五月九日对此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
行了检查。检查重点：工作室内的通风状况，与读者接触密切的人员戴口罩
情况；工作室、电话室、休息室、工作台面的卫生情况；计算机、电话、更
衣柜、饮水机、开水壶、电开关等这些工作人员平常接触最频繁处的卫生消
毒情况。
　　上午十点三十和下午两点由组长参加，分别对新馆、老馆的各服务点和
内部房间共二十三处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大家边看边
相互交流着各自都做了那些工作、解决了哪些卫生死角问题、还应注意什么
问题等等。检查后大家一致认为：总体上看大家很重视卫生工作，各组的卫
生消毒情况均做得较彻底，检查所到之处的通风情况较好，绝大多数与读者
接触密切的工作人员都注意戴着口罩；三层理科上书组的工作间兼休息室、
新馆五层的电话室、新馆二层和三层大门两侧的小房间、总出纳台右侧的休
息室、库本阅览室的借还书台面等处的环境卫生状况很好；新馆各个台口的
机器（包括机器的底座下、主机、键盘），文科上书组的更衣柜，新书阅览
室的电话，证卡组的开水壶等这些工作人员自己常用、常摸的物品消毒擦拭



得非常干净；人文社科组的同志就连柜子、抽屉的里面也做了彻底清理。我
们在检查中发现的不足或遗漏，及时予以指出，在场的组员能马上补漏和改
进。
　　这次的检查，对部门整体的卫生工作是一次促进和提高。今后我们将经
常检查和督促此项工作，继续把卫生消毒工作做到实处，纳入到每个人各自
的日常工作中，使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当前防"非典"时期，
更要提醒诸位，人人都要有全局观念，要有自我防范意识，切实保护好自己
的身心健康，同时努力为他人创造卫生安全、文明祥和的工作、学习、生活
环境。 （流通阅览部）

“非典”时期咨询部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咨询部根据图书馆及学校在"非典"时期的工作精神，坚守岗位，认真、
及时地完成各项日常及内部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1， 更加发挥网络优势，确保各项读者服务数量不下降、质量有所提高--
尤其表现在馆际互借、读者培训等服务方面。
　　由于"非典"禁止一切聚集性活动，也禁止跟校外的一切面对面的业务往
来，所以我们的馆际互借和读者培训工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先是读者
培训的"一小时讲座"活动取消，然后馆际互借的外借送书等工作取消，都是
对读者服务工作的挑战。
面对这种形势，咨询部先是加快了网上培训教程的制作，目前已增加完成两
个网上培训教程并已上网服务，其他新的培训教程正在加紧制作中，预计每
两周会完成一个；
其次，馆际互借业务中大大增加了利用网络进行的文献传递，以往的馆际互
借业务量中，借书的比例一般大于文献传递的比例，据"非典"爆发的四月份
的馆际互借业务统计，则出现了文献传递业务比例上升的趋势，说明用户在
此非常时期更希望利用网络来向图书馆获取所需要的服务。馆际互借组也针
对这样的趋势及时进行了分析并适当进行了业务调整，准备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确保读者更多地通过网络获取有效服务。
　　2， 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发挥最大潜力，确保北京大学教师申报863查
新项目的完成。　　5月10-20日，是国家863项目申报的最后期限，北京大
学各院系所中心有十几个项目急待申报，需要图书馆及时出具查新报告以确
保项目申报的顺利进行，从4月28日至今咨询部已收到查新课题近20项，仅5
月6日至9日期间就收到查新课题8个。咨询部在查新主力休假的情况下，加班
加点，及时完成了全部查新课题，确保了老师进行863项目申报。
　　3， 各项内部工作有序进行，尤其CALIS各项资源引进工作从未因"非
典"而停滞。
　　虽然因"非典"而导致联络方面的不畅，但咨询部的各项资源联盟引进工
作无一停滞，在此期间，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组团项目共9个集团、涉及院
校共240余个校次。目前已经完成的是Nature电子期刊及百科全书2003年的
集团采购，正在完成的包括Proquest三个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三个数据
库、EBSCO数据库、Biosis Preview数据库、John Wiley电子期刊、中国资
讯行数据库、维普全文电子期刊、Proquest国外学位论文CALIS本地服务等
的联合采购。同时，其他内部工作，包括Proquest国外学位论文提交系统的
测试（与CALIS、自动化部合作）、电子期刊导航系统的维护、统一检索平台
系统的开发方案（与CALIS合作）等。（信息咨询部）

两手抓 　两手硬



　　在处理抗击"非典"与日常工作的关系上，编目部坚持两手抓，一手抓防
治"非典"，一手抓出书量，两手都要硬。部门掌握的原则是：高度重视"非
典"的严重性，将其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之一；积极调整业务管理办法，使这
些措施在辅助抗炎的同时，也支撑了日常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门反复强调健康与生命的重要性，当健康和生命受到巨大威胁时，要
求大家把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为确保安全，采取
了诸如通风、组织大家锻炼、集体定期做卫生等措施。
　　在此基础上，编目部全体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当中去，保质超量地完成工作定额。4月份总出书量在3月份大幅度增长的基
础上继续有所上升，达到5,172种，11,195册，创历史新高。
　　由于校门口查验证件，许多新刊无法到达邮局，负责期刊采访的同志坚
持到校门口接收到刊，以确保正常工作的开展。
　　为表达对在抗击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支持，编目部同志响应馆党委的号
召，捐款计3,050元人民币，个人捐款额最高达500元。
　　4月中旬至今，编目部遵从全馆统一安排，做到了人员安全、工作状态良
好。（编目部李云）

非常时期图书馆流通对外服务情况
　　4月17日图书馆工作人员家属被确诊为非典病人，为保障广大职工和读者
的身体健康，图书馆采取了闭馆消毒的措施，并于4月21日正式开馆，边消毒
边服务，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服
务。
　　4月21日-4月30 日每天还回图书都在3000册左右，21日达5400余册，
22日4300多册，预约书的平均外借量也在150多册，最多达180多册。外借
图书也在3000多册，最多一天在4400多册。我们的感觉是在这个非常是时
期，到图书馆看书的人少了，但借还书的人基本没有减少。读者办理借书证
和离校的工作一直在正常进行，这个期间进修人员和留学生办理离校的比较
多，达43人。
　　五一假期后的情况也比较正常，5月6日还书5000余册，借书3600余
册，阅览室的读者量略有增加，特别是教学参考书阅览室和新书阅览室的读
者人数比较起来仍然属于较多的，库本阅览室的读者也没有很明显的减少，
特别是下午读者仍然较多。
由于非常时期，读者归还图书有一定困难，我们开展了电话续借和电子邮件
续借等多种方式的服务，以减少读者的后顾之忧，从4月30日我们在图书馆主
页上发出通知后，陆续接到读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直接为读者办理续借服
务，短短几天为读者办理电话续借近400人，电子邮件和系统请求续借150多
人，而且大部分需要越权续借，确实给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在这个非常时期，尽管坐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读者少了，但到图书馆
借书和还书的读者基本没有减少，因此我们的工作量与平时相比并没有减
少。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读
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流通阅览部
　　　　　　　　　　　　　　　　　　　　　　　　　　2003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