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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重庆市古籍的保护和管理，建立“重庆

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定“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目的是加强对全市

古籍保护工作的管理，推动各古籍收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提高

古籍保护工作水平，促进全市古籍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 

第三条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市文化广电局”）

负责组织实施“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和审查工作。重庆市

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古籍专家委员会”）负责“重

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 

第四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范围包括全市范

围内的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及高等院校、宗教系统等古籍收藏单位。 

第五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标准： 

（一）收藏古籍的数量在 1 万册（件）及其以上或收藏古籍善本

数量在 1000 册（件）及其以上； 

（二）有古籍专用书库； 

（三）有专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 

（四）管理制度健全； 

（五）有专项古籍保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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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报及评定程序： 

（一）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有古籍收藏的单位，向所在区县（自

治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提出“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请。 

（二）“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须按照市文化广

电局制定的统一表格，提交申请报告、申报说明书、古籍保护计

划及其说明材料。 

（三）区县（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申报单位进行汇总、初审，经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后，向市文化广电

局申报。市级部门直属单位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直接向市文化广电

局提出申报。中央在渝单位可直接向市文化广电局提出申报。 

（四）市文化广电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将合格的申报材料

送市古籍专家委员会评审。 

（五）市古籍专家委员会根据评选标准提出“重庆市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推荐名单及评审意见，提交市文化广电局。 

（六）市文化广电局对“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向

社会公示，公示期 15 天。 

（七）市文化广电局根据市古籍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

果，拟定入选“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连同专家评审意见，

经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审核后，报重庆市政府审定后公

布。 

第七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原则上每年评定一次。 



 4 

第八条   被评定为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要按年度

写出古籍保护情况报告，经所在区县（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局审定后，报市文化广电局。市文化广电局每两年一次组织专家对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行评估、检查，对未履行保护承诺、

出现不良后果的单位，视不同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直至除名和摘

牌处理。 

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工作，建立《重庆市珍贵古

籍名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的目的是建立完备的珍

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检查，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

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合作。 

第三条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市文化广电局”）

负责组织《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和审查工作。重庆市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古籍专家委员会”）负责《重庆市珍

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 

第四条   《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 1912 年以

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

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可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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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重庆市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与文化部颁的《古籍定级

标准》所规定的一、二、三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重庆市珍贵古

籍原则上从一、二、三级古籍内选定。 

第六条   申报及评审程序 

（一）由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按照市文化广电局制定的统一表

格，向所属区县（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提交《重庆市珍

贵古籍名录》申报书。 

（二）区县（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申报古籍进行汇总、初审，向市文化广电局提出申报。市级部门直

属单位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向市文化广电局提出申报。中央在渝单位可

直接向市文化广电局提出申报。 

（三）市文化广电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将合格的申报材料

提交市古籍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 

（四）市古籍专家委员会根据评审标准提出重庆市珍贵古籍推荐

名录及评审意见。 

（五）市文化广电局对推荐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15 天。 

（六）市文化广电局根据市古籍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

果，拟定入选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名单，连同专家评审意见，经重庆

市古籍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审核后，报重庆市人民政府审定公布。 

第七条  《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开

展一次。 

第八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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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培训 

 

重庆市古籍普查督导工作会议在永川召开 

 
 2009 年 12 月 11 日，重庆市古籍普查督导工作会议在重庆文化

遗产学院博文馆学术报告厅召开，会议由市文化广电局社图处彭泽明

副处长主持。  

      会议首先是全市第二批 33 个开展一、二级古籍普查区县文广新

局分管副局长发言，汇报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以来的工作进展以及存在

的问题。全市 33 个区县都建立了相對健全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设

立古籍保护分中心，宣传古籍保护常识，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籍保护人

员进行培训。目前为止，市内各级图书馆基本摸清了本区县古籍收藏

量，完成了一、二级古籍普查任务。巴南区图书馆、綦江县图书馆等

已经开始在古籍普查平台上著录数据。  

      重庆市级珍贵古籍名录与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即将开

展。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王志昆主任在会上向各区县讲解了市

级珍贵古籍名录和市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程序及表格填写要求。

此次申报工作将持续到 2010 年 1 月 30 日，申报表及电子文本统一交

到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经过专家评审后，将产生重庆市级珍贵古籍

名录和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最后，市文化广电局温俊华副局长作了重要讲话。温局长对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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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的前期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并对部分区县争取区级财政的支

持，作为古籍保护专项经费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各区县普遍

提到的古籍保护人才缺乏，古籍破损严重问题，温局长要求市古籍保

护中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积极组织古籍保护专

家走访各区县，加强古籍保护的指导工作。 

 

九龙坡区古籍普查动员暨培训工作会隆重召开 

 
11 月 13 日，九龙坡区古籍普查动员暨培训工作大会在九龙坡区

召开。来自九龙坡区各街镇、教委、科委、民宗侨台局、档案局等与

文博系统有关单位的 42 名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和培训。  

此次会议由区文广新局副局长石红同志主持，会上传达了文化部

印发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的有关内容，宣读了《九龙坡区古

籍普查实施方案》，布置了全区古籍普查工作任务。区文广新局书记、

局长李林在会上作了重要动员讲话。  

针对本区的普查任务、人员素质等实际情况，区古籍保护中心邀

请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人员前来授课。对古籍保护基本知识、古籍

结构、古籍装帧、古籍阅览使用和保护、古籍版本版式等方面作了详

细的讲解，使参加培训人员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拓宽了知识面，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九龙坡区古籍普查工作已全面启动和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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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07〕6 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古籍

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7〕297 号）精神，为规范和加

强我市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市古籍

保护工作的全面有序开展，经市古籍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审议，决

定成立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顾  问：周  勇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黎小龙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   

        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喻遂生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郭昭华  重庆市北碚图书馆馆员  

        邵康庆  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  

        张拱卿  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主  任：王志昆  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  

副主任：熊宪光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秘书长：周道霞  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远明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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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华语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弘毅  西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显成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  

        张培田  西南政法大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何  勇  黔江区民族研究所所长  

        周安平  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许廷桂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学术编辑（退休）、

现应聘重庆师范大学外贸学院任教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  

        杨希之  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徐  立  西南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副研究馆员  

        徐适端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倪志云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贾雯鹤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黄天禄  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馆长  

        黄自立  原重庆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黄晓东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  

        曾  超  长江师范学院宣传统战部部长  

        释道坚  重庆华岩寺方丈、硕士  

        蓝  勇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熊  笃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督导组组长、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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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选派人员参加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种培训班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8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山

西省图书馆承办的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山西图

书馆举行。重庆图书馆与北碚图书馆共三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并取得了合格的成绩，为重庆市进一步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人员

保障。 

2009 年 11 月 15 日—28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图书

馆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全国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重庆图书馆

派出 2 位古籍修复同志参加了这次培训工作，跟随德国西方文献修复

专家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修复专家学习了西方文献的手工制作过程和

修复过程，这对下一步开展我馆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

础。 

200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6 日，第五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

在大连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 72 家图书馆共 93 人参加了培训。重

庆市古籍保护中心派出了两名同志参加了这次培训。此次培训课程主

要有《古籍分类》、《编目实践》、《古籍编目基础》、《古籍再生性保护》、

《明清版本鉴定》、《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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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 

 

刘云山一行参观重庆图书馆馆藏抗战文献 

及珍贵古籍展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刘云山、文化部部长蔡武一行来到重庆图书馆视察，并在任竞

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盲人阅览室、杨尚昆赠书阅览室和图书外借书

库。随后，他们来到位于培训部的展览大厅，参观了那里正在举办的

馆藏抗战文献和珍贵古籍展。 

任竞馆长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馆藏珍贵抗战图片展览。此图片展共

分了日军侵华、局部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的正面

战场、抗战中的大后方、全民抗战、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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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九个部分。接着，他们参观了抗战时期出版的图书、期刊和报纸，

刘云山部长还随手拿起《国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饶有兴趣的翻看。

据任竞馆长介绍，这些抗战资料大都是抗战时期重庆、成都、桂林等

大后方出版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参观完电子版

书刊、缩微报纸后，他们来到了重庆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展区，任竞

馆长一一向他们介绍了每一种展出古籍，除刻写精美的内府刻本《大

明仁孝皇后劝善书》、明翻刻宋本《史记》、明弘治间公文纸印本《通

志》外，此次展出的还有初唐时期的《唐人写经》、南宋刻本《名公

增修标注隋书详节》、清代殿试卷、清末重庆第一份报纸《渝报》等

珍贵古籍。刘云山部长一边看一边不住的点头，对重庆图书馆为保存

历史文献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极大的赞赏。 

 

 

 



 13 

重庆市 2009 年古籍保护工作小结 
 

2009 年对于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在市政府

与市文化局的大力关心与支持下，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科学规划，统

筹部署，圆满完成以下各项工作： 

为加强古籍普查的条块结合，重庆市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局际联席

会议，增强了各系统间的分工与合作。市财政局还从经费上给予古籍

保护大力支持，全年累计拨款近 300 万用于古籍保护专项经费。 

为了进一步加强重庆市古籍保护人才的队伍建设，重庆市古籍保

护中心相继举办了第三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第三期重庆市古籍普

查培训班、第一期重庆市古籍普查平台系统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达

160 余人次。此外，市古籍保护中心还多次选送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举办的古籍修复提高班、古籍鉴定班、西文修复培训班等。通

过培训，大大提高了我市古籍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 

2009 年，重庆市古籍普查保护工作进展顺利，全面完成一、二

级古籍普查登记工作。6 月我市率先安装了全国古籍普查系统平台，

截至 12 月底，我市共录入机读古籍普查数据近 1000 条，纸质数据

2000 多条。此外，我市古籍修复工作也有条不紊的进行，上半年建

立了修复中心，购置了大量古籍修复用具，下半年累计修复破损严重

古籍 2700 多叶。 

在开发利用古籍方面，2009 年 11 月，重庆图书馆编辑出版了《重

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丛书》，包括《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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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馆行箧书目》、《中医古籍书目》，为广大读者展示了馆藏珍贵古

籍文献。 

此外，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还在全市进行了广泛的古籍保护宣

传 ，为市民免费鉴定 200 多部古籍。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的带领下，重庆的古籍保护事业必将会跨上一个新台阶。 

 

北碚区古籍保护中心 2009 年度工作总结 
 

北碚区古籍保护中心作为全市首批试点的 7 个区县之一，各级领

导高度重视古籍普查保护工作，根据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部署和

《北碚区古籍保护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切实推进，主要工作情况

如下： 

一、开展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工作 

在成功申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基础上，2009 年北碚区古

籍保护中心积极准备，在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从一、二级古

籍中申报了 16 种古籍，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的评审鉴定，有 9

种/418 册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开展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工作 

北碚图书馆根据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要求进行了自查，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还是加大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投入。对红楼书

库的外部环境进行了整治，改造了书库内部的用电线路，添置了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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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空气净化装置、温湿度计，安装了气体灭火装置、摄像监控系统

等，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和落实保护措施到岗位。经文化部专家

实地考察认定符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条件，2009 年 6 月，

文化部授予北碚图书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三、开展一、二级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北碚区古籍保护中心今年多次参加市古籍保护区中心举办的古

籍编目培训和古籍普查系统平台的培训。对普查出的一、二级古籍通

过普查系统平台进行著录，目前，因系统稳定性因素而造成部分定级、

定损书影无法上传外，到明年一季度，能够完成对 35 种/7111 册古籍

的录入工作。 

四、开展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 

根据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部署，北碚区古籍保护区中心正

积极准备材料，申报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国家

级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将对应入选的办法，北碚区将申报另

外的 24 种一、二级古籍作为重庆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材料，力争在

明年 1 月中旬完成。 

 

巴南区古籍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市政府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区文

化传承，延续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巴南区高度重视，采取措施

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现已基本完成全区 6000 多册古籍的著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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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 

一、领导重视，强化措施。成立分管副区长为组长，区文广新局

局长为副组长，区教委、区科委、区民宗侨办相关领导为成员的区古

籍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古籍保护工作中心。同时出

台《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的通

知》（巴南府办发 2008）334 号），明确了普查范围和内容、任务分工、

工作时间和步骤。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召开区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经

常掌握普查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并协调解决具体困难。 

二、人才培训，提供支撑。古籍保护工作中心业务骨干参加全市

集中培训后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及各镇街业务干部开展普查培训，切实

提高了普查队伍业务能力，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 

三、完善机制，高效运作。采取“条块结合”的方式，制定普查

样表，在相关部门进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由区古籍保护中心统一审

校汇总，同时根据国家古籍保护鉴定标准进行定级，统一制作规范的

数据格式及文档交区古籍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正式报送市古

籍保护分中心。同时建立区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巴南区古籍

联合目录》，保证了我区普查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江津区图书馆 2009 年古籍普查工作开展情况 

 

2009 年以来，江津区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在市古籍

保护中心的大力指导下，对辖区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做了以下几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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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一、加强宣传：我馆编印《江津区古籍普查工作条例》、《古籍

普查规范》和《古籍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标准》160 余份下发到各

镇街文化中心，并且还经过电视报道，对我区的古籍普查工作进

行了大力宣传。 

二、深入调查：到目前为止，我区古籍保护中心已经对辖

区的党史办、政协文史资料室、人大资料室等 6 个单位和白沙、

李市等 15 个较大的乡镇进行了摸底普查（数据正在清理统计之

中）。 

三、摸清家底，做好普查登记工作。在原《江津区图书馆古籍

善本书目》的基础上，按照《古籍普查规范》等相关要求，重新编制

馆藏古籍目录，并根据《古籍定级标准》相关规定区分藏品的不同等

级，对古籍实行分级保护。 

  查清所藏古籍保存状况，在普查清点的基础上做好破损古籍的

登记建档工作，并根据《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针对目前古籍的

保存条件和环境，提出符合我馆情况的保护计划。  

       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完善安全措施，按照《图书馆古籍特藏书

库基本要求》，作好现有库房的改造工作。对古籍库房内部环境和消

防不符合要求的，及时上报馆办，提出整改意见及改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