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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文集（上中下三卷）》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周和平同志投身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20余年来发表的文章、讲话等，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
、公共文化服务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事业的发展历程。全书分为三卷：上卷图书馆事业、中卷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附录“纪事” 则记载了作者参与的图书馆工作和文化
工作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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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文集（上中下三卷）》

作者简介

周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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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文集（上中下三卷）》

书籍目录

上卷图书馆事业
（一）
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努力开展辅导工作
脚踏实地开拓进取建设现代化图书馆
深化图书馆功能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做贡献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馆管理体系
总结经验迎接挑战开创我国图书馆学会工作新局面
加快推进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加强中国图书馆学会建设为建设信息化、学习化社会贡献力量
加强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
链接伟大的新时代(《时代的链接》序一）
把握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发展方向
加强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自动化建设
进一步做好中国图书馆学会工作
全国图书馆文献抢救工作开展20周年贺词
《上图讲座》序
大力推进图书馆延伸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图书馆建设要与数字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相结合
以城带乡统筹发展大力推进城乡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百年图书馆探索延伸服务新模式
发挥中心馆作用带动全省图书馆事业发展
在文化大省建设中再创新辉煌
站在新的起点谋划新的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图书馆是公民终身学习的大课堂
让社会充满书香——兼论图书馆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责任
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倡导建立书香社会
提升服务能力与效益促进学习与创造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图书馆建设
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推动我国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创新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以免费开放为契机全面提升我国图书馆公益性服务水平
为残疾人阅读提供服务是国家图书馆重要职责
发挥大城市图书馆作用带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加快公共图书馆立法刻不容缓
“李华伟博士图书馆学术思想研讨会”贺信
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抓住机遇共谋发展不断开创图书馆事业发展新局面
图书馆应走合作共建、资源共享之路
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四川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纪念文集》序
《古越藏书楼研究资料集》序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序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12》序
《图书馆名言集》序
建设百姓身边的图书馆让全社会充满书香
拓展合作领域加强共建共享共同推动亚洲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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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文集（上中下三卷）》

抓住机遇共谋发展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在全国有导向作用
世界阅读日与大众阅读
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贡献GDP
图书馆免费服务和古籍保护
文化建设，图书馆要发挥更大作用
（二）
浅论国家图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开发趋势
深化国家图书馆改革
深化管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
建设国图文化促进事业发展
做好名家手稿收藏保护工作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序
国家图书馆要建设一流的队伍培养一流的作风创造一流的业绩
数字图书馆与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应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国家图书馆要为民政工作提供优质信息资源和服务
迎接百年馆庆实现工作新跨越
把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好
图书馆应成为社会教育的大课堂
谋划好“十二五”规划推动国家图书馆建设迈上新台阶
发挥国家图书馆优势推进与地方馆合作
共同努力，创造国家图书馆事业新辉煌
学习是青年人的希望所在
让图书馆成为少年儿童的精神家园
积极探索努力工作全面提升立法决策服务水平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促进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谈学习在提升国家图书馆馆员素质中的重要性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新发展
做好国家图书馆工作需要开拓与创新
加强基础苦练内功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
《国家图书馆年鉴 2011》序
加强合作为全国政协工作提供坚实的文献资源保障
创新服务模式为民政工作提供信息保障
图书馆可以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强化基础稳步推进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强化基础苦练内功
《文化论衡——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序
在“东京审判”文献史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钱存训文集》序
强化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
《为政箴言》《为政镜鉴》前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序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裁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正式出版
充分发挥国家图书馆职能积极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传承文明嘉惠学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出版
纪念国家图书馆建馆100周年
读书日，让我们牵手残疾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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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图书馆迎接新世纪挑战
统筹规划协调组织携手共建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关于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问题
共同做好地方数字图书馆工作
大力推进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合作
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认真做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征集工作
推广县级数字图书馆做好文化惠民工程
大力推动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
全面构建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服务全民阅读
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全面提升我国图书馆服务水平
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快推进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
加快实施推广工程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
加快数字图书馆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图书馆服务水平
以推广工程为抓手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数字图书馆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
让全国每个县都拥有数字图书馆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要融入生活
中卷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四）
21世纪中文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思考
加快推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文化共享工程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加大宣传和建设文化共享工程的力度
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建设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把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推向新阶段
团结协作共同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扎实搞好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进一步总结经验明确思路推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上新台阶
加快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文化共享工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做好文化共享工程的技术保障
全面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总结经验加大力度进一步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大力推进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发展回顾
送“数字”文化下乡
文化共享工程与农村文化建设
（五）
清史编纂与文献整理工作
清史纂修要先做好体裁体例设计
再造善本传本扬学
精心部署明确思路努力开创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新局面
抓好试点加大力度推动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
保护中华古籍弘扬民族精神
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
发扬成绩扎实工作努力推动古籍保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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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平文集（上中下三卷）》

让古籍珍品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楮墨芸香万古流芳
《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一○）》序
《中国赤城历代碑匾刻辑录》序
保护新疆古籍传承中华文化
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
留给未来的中国记忆
保护革命文献传承革命精神
游心印海情系神州
严谨细致地做好全国古籍评审工作
《赵城金藏》：五千长卷诉传奇
加快制定《古籍保护条例》将古籍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再造经典传承文明——记《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工作
整理古籍振兴传统文化
共享中华历史典籍的辉煌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华典籍的保护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
扶持公益文化事业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要鼓励无酸纸的生产和应用
共同努力保护与利用好甲骨文献
鼓励捐赠善举共同保护文化遗产
《书香人淡自庄严——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图录》序
建立专藏保护个人学术资料
保护民族典籍弘扬中华文化
中外合作保护民国时期文献
加强交流合作保护共享资源
《敦煌史事艺文编年》序
《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联展·西泠印社藏品集》前言
多措并举，加强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
汲古润今嘉惠万代（《中国水利史典》序二）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序
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谈加强古籍保护
《2010·书香中国》央视特别节目采访
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刻不容缓
周和平等谈《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留住文献留住历史
保护典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六）
切实做好文化财务工作
积极配合共同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积极构建我国文化安全体系
把文化下乡做得更扎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基层文化建设
用画笔描绘伟大时代
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文化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文化工作的新思路
文化工作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农村文化建设要立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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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文化下乡”工作促进农村文化建设
坚持文化下乡繁荣农村文化
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文化支持
尊师重道学术津梁
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中的作用
加强基建管理建设阳光工程
发挥家庭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帮助农民发家致富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加强交流推进儒学研究的国际化
加快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民族精神是最核心的软实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总结推广台州经验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
实施“春雨工程”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加强科学技术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支撑作用
加强科研成果的管理和利用
《公共文化服务的“嘉兴模式”》序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谱写时代新歌推进未成年人文化工作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构建文明和谐社会
加大投入创新机制切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文化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
持续加大文化投入保障公民文化权益
加快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科技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催化剂
文化决定一个城市的个性
下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七）
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搞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
加强国际交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总结经验搞好试点全面推进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传统·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序
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开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责任
“文化杭州丛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辑”序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办好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更加科学
加强管理勇于创新全面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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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保护力度建设和谐文化
老字号文化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要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严格标准把握程序做好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工作
承续民族血脉守护精神家园全面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和谐文化建设
承续民族血脉守护精神家园
延续精神基因承传文化薪火（代序一）
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大对传承人保护的力度建立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切实推进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灾区重建中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保护传统技艺传承优秀文化
全社会都应关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抓好试点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扬开拓与创新精神
非遗保护：2009新跨越
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
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学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给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的贺信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专题博物馆建设
在庆祝资华筠先生从艺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保护与传承》序言
留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籍记忆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神工》序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迎难而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如何保护你？
建立名录体系开展遗产普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找个温暖的家
全面展示保护成果唤起全民保护意识——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2007年“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明天是第二个“文化遗产日”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守护精神家园政府责无旁贷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立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民的事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
谈《灾区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如何保护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保护中推广在推广中传承
保护好、利用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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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利用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附录：纪事
跋 （赵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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