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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高校构建和谐图书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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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民族高校和谐图书馆十分必要，它是社会稳定的需求，高校建设的需求，民族文化建设的需

求。构建民族高校和谐图书馆的有效途径有：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的民族文化氛围，构建和谐的服
务质量，为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 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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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民族高校不仅具有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

责任，还肩负着为民族地区培养爱国、爱家乡，既

能面向世界又具有“民族性、地方性、适应性”的

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和使命，同时是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和社会繁荣兴旺的前提和保障。在以和谐和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环境下，作为高校办学的三

大支柱之一的图书馆，加强构建和谐图书馆的建设，

对于促进民族高校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对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对于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文化繁荣，均有重要意

义。

一、构建民族高校和谐图书馆的必要性

1. 社会稳定的需求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 85 周年的大会上重要讲

话中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以

促进社会和谐的成效体现党的先进性。并进一步强

调要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把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把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中；

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培

育和谐文化，打牢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

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交谈时，

他强调，我们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广大青年必将同全国各族人民

一道共同见证、共同享有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中

国梦”过程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很明显我

们党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

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

容。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看，和谐社会已成为新

时代的主旋律。
2. 高校建设的需求

高校作为育人的一方净土，是一个国家得以稳

定繁荣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

不断进步的后备军。近些年来，高校建设在教育改

革发展的诸多涉及法律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教育

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问题、考试招生制度问题、人

才培养模式问题以及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各种教育法律

法规问题，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方法解决，同时又制

约着社会法治进程的全面推进。面对高校建设过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党在十八

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目标要求：依法治国、依

法治教。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

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教育的新任务。从依法治

国到依法治教，使我们清楚意识到在高校建设的长

期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在加强法制教

育的行程中，高校图书馆具有最直接、最集中、最

系统、最有效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完全有责任、有

能力将依法治国的理念、思想、精神传播到教育改

革的方方面面，在加强法治教育中扮演着无可比拟

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使得全民的法治素质逐步提高，

从而做到人人知法、懂法、用法，成为高校建设民

主校园、和谐校园、平安校园的有力保障。
3. 民族文化建设的需求

我校处在民族聚居区域，以哈萨克族为主，有

汉族、维族、锡箔族、柯尔克孜族等集聚的区域，

哈萨克文学、锡箔文学等成为学校的特色文化。社

121



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6 年第 1 期 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No. 1，2016

［责任编辑：张雅安］

会的进步、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建设为其提

供坚实的思想保证、精神支柱、道德基础和文化条

件。在多民族区域发展民族文化是必然的。图书馆

作为高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精神产品的的集聚

地，在这里读者除了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还能系统的了解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信仰、民俗等发展历史, 从而使他们全面认识到

我国是由多民族走向一体的历史发展事实, 促进他

们形成多元一体的正确民族观，这是由图书馆所特

有的社会性、服务性、教育性所决定的。构建和谐

民族图书馆对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构建民族高校和谐图书馆的有效途径

1. 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

图书馆和谐民族精神的构建，离不开全体人员

的努力和付出，需要开创馆领导之间、馆员之间以

及馆员和读者之间和谐共处的局面。让每位馆员以

和谐的氛围为乐，让职业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

是实现自身价值享受生活乐趣的阶梯。让每位读者

都能体会到这种和谐的精神，使图书馆真正成为大

家知识补给和精神休息的港湾。
2. 构建和谐的民族文化发展氛围

构建和谐的民族文化发展氛围必须坚持两个基

本前提，首先，承认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尊重

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

的事实，特定的人文环境和人群产生具有特质的文

化符合文化产生规律，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

术、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等都是人类历

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因此承认并尊重其他民族

的文化，就是尊重各民族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
其次，用民族文化丰富馆藏信息资源。作为边疆民

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尽管校园文化存在着种种制

约，但也同时具备其区域、民族的优势。我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

术成为校园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正是由于少数民

族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独具特色的文明

与智慧，才形成了极具现代价值的文化传统，使少

数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实现我国民族文化的现

代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图书馆在组织文献时应

注重收集民族特色鲜明、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地方

文献，加强对这类文献的收藏和利用，展示其独特

的文化价值和魅力，这应成为民族高校构建和谐图

书馆的一个重要方向。
3. 构建和谐的服务质量

一个优秀的图书馆馆员应该具备五方面的素

质：满腔的服务热情、良好的职业道德、崇高的敬

业精神、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图书

馆馆员在日常服务中，努力做好与各民族师生的交

流和沟通，严格把握民族界限问题，如果遇到违纪

的学生，不能把读者因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风俗

习惯和经济条件等原因而产生的差异和矛盾简单地

套用在民族问题上，不要使用不得体的语言，使学

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是耐心友善的提醒警告，

以减少学生因不冷静而产生的过激语言和行为，来

避免矛盾的激化。因此图书馆员应善于在少数民族

馆员与汉族读者、汉族馆员与少数民族读者以及少

数民族读者之间建立和发展平等、友爱、高尚和谐

的人际关系，形成相互尊重、彼此关心、增进了

解、共同成长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和谐氛围。只有通

过图书馆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才能不断提高和谐

服务的品质。
综上所述，民族高校构建和谐图书馆，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使其成为促进图书馆发

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因

素，服务于培养更多的合格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办

学目标。构建和谐图书馆同时促进图书馆兼顾社会

职能的拓展、收集和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和谐发展, 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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