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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圆满完成各项试点工作任务 

 

作为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一年多来，安徽省图书馆在文

化厅领导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下，古籍普查、申报、培

训、宣传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圆满完成了各项试点工作任务。 

一、具体承担省古籍保护中心职能 

2007 年 9 月 17 日，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安徽省图书馆举

行揭牌仪式。2008 年 3 月 17 日，省编制办正式发文，同意成立

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设在安徽省图书馆。

中心成立以来，按照国办发[2007]6号和皖政办[2007]9号文件精

神，充分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配合文化厅建立

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安徽省古籍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和申报工作，为各地普查和保护工

作提供指导和支持，等等。 

二、申报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工作 

认真履行职责，先从本馆做起，逐步向全省铺开。在没有经

费、没有经验、没有专门会议的情况下，凭着对古籍保护事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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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责任心，我们组织安徽 8家单位共递交 312部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材料。经过我们的审核、修改和论证，最后确认 248部上报

给文化部，安徽最终有 109部入选。首批入选的 2392部珍贵古籍

中，安徽地区排名位居全国第 5名。从全国省级以上收藏单位的

入选情况来看，安徽省图书馆以 51部排名第 7位。 

结合本省情况，省馆组织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

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安庆市图书馆等 5家单位

参加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安徽省图书馆以高分

成功入选。 

三、培训和指导工作 

安徽省馆对人员培训非常重视。2007年 5月，省图书馆派遣

两名同志参加了 5月底 6月初国图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2008年 2月，省中心派遣一名同志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举

办的为期三个月的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今年 5月，

又派遣一名同志参加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的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今年 8月，派遣 2名同志参加“全

国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系统登记培训班。通过集中培训，在

国内一流专家的系统讲授和指导下，我们更新了知识，掌握了技

能，能够胜任古籍普查和修复工作。 

2008年 5月 12日至 19日，由安徽省图书馆主办的第一期安

徽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合肥举办。来自全省有关古籍收藏单位的

34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课程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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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采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一教材。通过培训，所有学员均

顺利通过考试，领到了省古籍保护中心颁发的结业证书。 

我馆还派专人先后到安庆、桐城、九华山、亳州、阜阳、淮

北、宿州、蚌埠等地就名录申报和普查等工作进行现场督促、指

导和交流。 

四、普查工作 

2007 年，省馆起草《安徽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指出全省

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加强对古籍抢救、保护与

利用工作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明确了普查内容及工作任务、工作

步骤和工作要求。2008 年初，我们通过发放调查表的方式组织开

展了全省古籍存藏情况调查，全省 57 家收藏单位及时反馈了信

息，安徽古籍收藏和保护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家底。从反馈的情

况来看，安徽古籍藏量多、质量高、地方特色明显，是文化大省

的重要标志。一年多来，安徽省图书馆把普查工作作为全馆重点

工作来抓。截止 9 月底，我馆共填写《古籍普查登记表》535 部。 

五、宣传工作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我们一直注重宣传，以普及古

籍保护的相关知识，唤起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

共同关注古籍保护事业的良好氛围。 

一年来，省城各大媒体《新安晚报》、《合肥晚报》、《江淮晨

报》、《中安在线》等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

导。我们编辑出版了《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8 期，分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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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厅、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和省内各系统古籍收

藏单位。在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第三个“中国国家文化遗产

日”期间，安徽省图书馆以“亲近古籍，传承文明”为主题，于

5 月底至 6 月初成功举办了“安徽省图书馆藏首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图片展”，对省图入选的 51部珍贵古籍作了介绍，并配

备了图片，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由省图书馆和新安晚报社联合主办的“新安百姓讲堂”于 5

月 31日邀请专家作了题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解读”专题讲座。

讲座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出台背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

内容以及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等向听众作了介绍，收

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新安晚报》等媒体对该讲座作了广泛宣传

报导。 

在安徽省图书馆网站上，我们开辟了“古籍保护”专栏，及

时发布古籍保护工作的各种动态消息，普及古籍保护的法律法规

制度、相关标准以及各种专业知识等。 

六、修复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安徽省图书馆曾开展过古籍修复工作，由

于种种原因，后来这项工作中断。借“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机，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业务支持下，我馆古籍修复室重新建立起

来，修复工作又重新启动。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七、下一步工作打算 

古籍保护工作实施一年多来，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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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将在文化厅的领导下，在全省各古籍

收藏单位的密切配合下，近期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名

录和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二是加大培训力度。三是注重古籍

修复工作。四是加大整理和研究力度。 

 

全省推进三大文化工程工作会议部署古籍保护工作 

全省推进三大文化工程工作会议 9月 22日至 23日在合肥召

开。会上，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田传江传达了 7月 28日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会议精神，介绍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田厅长指出，过去一年多来，我省古籍

保护工作成绩显著，多次受到文化部的表扬。关于近期工作，他

强调，一是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二是要组织好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的申报工作，三是要全面推进普查工作，四是要加强队伍建

设，五是要加大宣传力度。 

 

安徽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重新启动 

古籍修复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国家将加大古籍

修复工作的力度，重点支持对珍贵古籍的修复。在有关方面支持

下，安徽省图书馆设置了 2个专门的修复岗位，建立了古籍修复

室，古籍修复工作自上世纪 80年代后又重新步入了正规。目前，

古籍修复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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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心学员学成归来 

5月 27日至 7月 2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了第一期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省图书馆石梅同志参加了

学习。8月 25至 30日，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

系统登记培训班在北京举办，省图书馆白宫和彭红同志参加了此

次培训。3名同志均顺利地拿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颁发的结业

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