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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五总支（图书馆）举行“公推直选”  新一届总支书记和总支委员产生 
10 月 18 日下午，机关第五党总支（图书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朱明伟同志对上届总支工作做了总

结汇报。会议宣读了上级党组织对机关五总支新一届书记、委员候选人的同意批复，通过了总支委员会

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总支书记和委员，朱明伟当选机关第五党总支书记；朱明伟、刘洁云、吴

再强、张杰、黄路耀当选总支委员。 

我馆成功承办下沙馆长论坛 
10 月 22 日－10 月 23 日，由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承办的“下沙高教园区本科院校图书馆馆长论坛”

在杭州顺利举行。论坛邀请了原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超星集团副总经理叶艳鸣研究馆员作了“基

于技术创新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移动图书馆研究成果和

展望了依托移动图书馆平台图书馆将来提供的新型服务功能。与会代表围绕“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现状

和趋势”主题，结合本馆实际发展状况展开了热烈讨论，明确了今后时期内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大

家一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建设一个资源共享的、造福广大读者的园区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知识竞赛（2011）成绩揭晓  图书馆第七届数字资源宣传月圆满结束 
11 月 4 日，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第七届“数字资源宣传月”落下了帷幕。各项活动均取得了圆满成

功。 

本届宣传月从 10 月 15 日开始，历时近一个月。15 日当天数

据库商现场为学生们展示数字资源，下午举办了 SCI（Web of 

Science）的开通仪式，并由汤森路透公司的马亚鹏老师做了名为

“洞悉现在，发现未来——利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助力科学

研究”专场讲座，全场座无虚席，场面热烈。 

宣传月期间，图书馆举办了

多场讲座，并有信息咨询部的老

师在一楼大厅提供现场咨询。还

在全校范围开展了数字资源知识竞赛，从优胜者中评选出一等奖 3 名、

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7 名，从参与者中随机抽取了 10 名参与奖，并颁发

了奖品。本次活动激发了读者对于数字资源的兴趣，对他们提高检索技

巧、撰写论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图书馆数字资源新增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是美国 Thomson Scientific（汤姆森科

技信息集团）基于 WEB 开发的产品，是大型综合性、多学科、

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包括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

A&HCI）和两个化学信息事实型数据库(CCR、IC)，以及科学引

文检索扩展版（SCIE）、科技会议文献引文索引（CPCI-S）和社

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会议文献引文索引（CPCI-SSH）三个引文

数据库，以 ISI Web of Knowledge 作为检索平台。共包括 8，

000 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高质

量的期刊。该数据库每周更新。详情请见图书馆网站“数字资

源”—“外文电子期刊”。欢迎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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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 四 海 珠 贝  通 五 路 信 息 — — 龙 源 电 子 期 刊  

——馆藏数字资源系列讲座之七 

“龙源电子期刊”以收录国内出版的人文大众类期刊进行数字化出版为资源特色，到目前已经收录

了2500多种人文大众类名刊大刊，这些期刊都是从全国发行量最大、传播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期刊中

遴选出来的，如《青年文摘》、《南风窗》、《当代》、《十月》、《意林》等大众喜闻乐读的杂志。

该平台提供了整刊版、专题版、原文原貌版、语音版等多版本的内容资源服务。 

龙源电子期刊与印刷版期刊实现了同步出版，100%的期刊从出刊之日起15-30日内上网，读者第一时

间足不出户便可获悉最新信息。 

使用途径：登陆校图书馆，选择“中文电子期刊”列表下“龙源电子期刊”，进入。 

1、 整刊版 
 

  提供刊物的目录和内容全文，以及往期检索，读者

可以更直观的选择自己喜爱的期刊阅读。 

 
 

2、 专题版 
 

  完全突破每本杂志的局限，按照不同的类别划分不

同的专题，使读者聚焦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3、 原文原貌版 
 

  原汁原味，再现纸版期刊原貌，无需下载安装浏览

器，电子版翻阅更便捷。 

 

 

4、 语音版 
 

  打破期刊文字的束缚，让我们的期刊“活”起来，

男声女声两个版本的语音阅读，变读刊为“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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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 10 月 11 日宣布将 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

斯特罗默，以表彰他“通过精炼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鲜活的现实生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瑞典有世界影响的诗人，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大师。1931 年出生，1954 年发表诗集《17 首诗》，共发表 163 首诗，大多为短诗，结

集为《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小路》、《波罗

的海》、《真理的障碍》、《野蛮的广场》、《为生者和死者》和《悲哀贡多拉》等出版。

1990 年患脑溢血致半身瘫痪后，仍坚持写作纯诗。他获得过很多荣誉，包括彼特拉克

奖、领航员奖等，而且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上线 首批课以传统文化为主 

11 月 9 日，由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首批 20 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将通过“爱课程”网

(www.icourses.edu.cn)和其合作网站中国网络电视台、“网易”同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首批上线课程以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为主，如南开大学《六大名著导读》、浙江大学《王阳明心

学》、北京师范大学《千古名月》、四川大学《中国诗歌艺术》等。此外，还有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

课程，如武汉大学《古希腊文明的兴衰》；有解读科技热点问题的

课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航空航天概论》、中南大学的《人

工智能 PK 人类智能》等。视频公开课的主讲教师不乏国内名家，

如我国著名的信息系统专家、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

世博会中国馆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教授

及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等。 

首批“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推出以后，在全国高校的参与下，

将陆续向社会推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内容更加丰富的视频公开

课。 

* 上海图书馆首次面向国内高校实现馆际互借 

上海图书馆与 CALIS 管理中心 11月 10日签订合作协议，正式面向国内高校提供馆际互借(原书外借)

服务。CALIS 于 1998 年底启动，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 工程”总体规划中的 3 个公共服

务体系之一。其宗旨是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实现信息资源

共建、共知、共享，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服务。 

上海图书馆建于 1952 年，1995 年 10 月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中国第一个省市级图

书情报联合体。上海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拥有图书、报刊和科技资料近 5200 余万册(件)，其中

外文现刊近 6000 余种，外文图书 160 万册左右。作为中国第一家加入 CALIS 的公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希望藉此开启全国性馆际互借服务的新篇章。 

* 教育部将举办 2012 届高校毕业生系列网上招聘活动 

  为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充分发挥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平台在毕业生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 2012 届

高校毕业生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同时也为广大用人单位提供便捷、有效的招贤纳才平台，

教育部联合国家有关部门将于 11月下旬至 12月举行 2012 届高校毕业生系列网上招聘活动，活动主网址:

新职业网（www.ncss.org.cn）。 各场招聘活动期间，用人单位招聘信息与高校毕业生求职信息将分别在

该网站免费发布，供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浏览查询和在线联系。 

教育部已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和有关部委人事（教育）司等部门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全力组织应届高校毕业生参加。同时，国资委也向各中央企业下发了关于配合举办双选周活动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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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英 语 四 六 级 考 前 常 见 问 题 汇 总  

还有一个多月，很多考生就将面临四六级考试的考验和挑战。同学们准备的如何?在备考中遇到了哪

些问题?又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在临考前最后一周可以集中解决的呢? 

 

Q：请问下这最后几天要怎么很好的利用起来呢，冲刺啊…… 

A：建议最后几天里，做一下真题，熟悉一下各种题型，这样考试时就不会过于紧张，另外建议把精

力放在短时间内能有提高的作文和翻译上。 

Q：考试时，时间如何分配?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该如何取舍?如何有效利用时间? 

A：建议先把自己最有把握的部分做掉，然后再做不太有把握的题型，但是卷面尽量不要留空，能答

的一定要尽量答上，不要在不会的题上浪费过多时间。 

Q：现在没英语课了，而且好久没碰英语了，六级真题也才做了一些，现在觉得心慌了，有没有效率

高点的办法? 

A：建议在最后阶段里，看一些答题的方法和技巧，然后多花时间做历年的真题，熟悉研究不同的题

型，把之前看到的技巧应用起来。然后再看自己哪方面有欠缺，重点复习自己有不足的方面。考前可以

多看看容易提高分数的部分，如作文和翻译。 

Q：词汇部分超弱，怎么应付大学英语六级呢? 

A：词汇是基础，现在时间不多了，重点关注真题中的词汇吧。真题中影响做题的生词和看着眼熟但

是说不出意思的词汇，最后一周要熟练记忆了。 

Q：六级感觉时间比四级更加紧，有没有什么关于做题顺序的建议? 

A：自己平时怎样做题，考试时就保持原样，不要听信什么最好的做题顺序，自己不熟的顺序，在考

场上使用，只能是耽误时间。考前做好时间规划，考试时严格按照时间做题即可。 

Q：口语考试的资格时绝对分数还是百分比控制的? 

A：四级550，六级520。 

Q：最近感觉自己总是不在状态，复习不进去，很担心啊。 

A：如果感觉复习不进去想你的东西，我建议你做如下两件事情： 

1 做真题，培养做题的感觉；2 背一些英语范文和常用句型； 

其实考试就是那么一回事，你想想如果最坏的情况(考不过)发生了，你会怎么样?其实也并不会怎么

样。所以不要有心理压力，努力了就行。 

Q：请问边答卷边涂答题卡有必要吗? 

A：建议做完一个大题涂一次答题卡。如

做完完型，就把完型的答案涂上。同时你要了

解考试流程，即什么时间收哪部分的试卷。  

 

四六级考试资源推荐：起点自主考试学习

系统、冰果英语 

使用途径：图书馆主页进入多媒体学习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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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民 图 书 馆 ， 市 民 大 书 房  

——杭州图书馆纪实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作家博尔赫斯  

杭州图书馆成立于 1958 年，馆舍位于青年路见仁里，80 年代中期迁址至浣纱路。现在杭州市图书

馆新馆坐落在钱江新城市民中心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 2 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开放。 

从 2003 年起，杭州市图书馆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

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图书馆对这些特殊读者的唯一要求，就

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这种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

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杭州图书馆因此被网友称为“史上最温馨

图书馆”。 

眼下的杭州图书馆，看书是免费的，借书是免费的。从 2008

年起，市民借书的话，只需凭市民卡、身份证等开通借阅服务，

连押金都免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平等、无障碍”，看

书借书“零门槛”。图书馆实行了 365 天开放、12 小时借书，24 小时还书。同时，开通“文澜在线”

服务网，为市民提供远程咨询和数字化图书阅读。 

杭州图书馆拥有各类文献资源 280 万册（件），包括图书、报纸、杂志、特藏专藏、视听文献、数

据库资源。内容涉及各门学科，已逐步形成了以文史哲、艺术、法律、旅游、经济、教育、音乐为特色

的馆藏体系。其中馆藏古籍、民国图书达 4 万余册，包括善本古籍 634 种，5058 册；碑刻拓片 1400 余

种。2007 年，馆藏 29 种善本古籍进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0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此外，拥有杭州地方文献近万余册/件，有图书、古籍、期刊、报纸、拓片、

光盘等，内容涉及杭州发展的各个方面，已逐步形成杭州地方文献专藏。同时建有“杭州文化”数据库、

编辑出版杭州文化期刊《文澜》为杭州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文献参考服务。杭州图书馆还拥有超星数字

图书馆、天方有声图书馆、方正 Apabi 全文数字图书、CNKI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等各种类型丰富的数

字资源。 

杭州图书馆是国内首家无线宽带网络全馆覆盖的图书馆。读者只要携带具有无限网卡的手提电脑和

拥有 WI-FI 功能的手机或 PDA，便可在全馆范围内便捷地享受网络服务。 

“家居式阅读”是杭州图书馆的又一特色。利用书架和沙发作“软隔离”，让馆内各功能区域既有

区分，又无障碍贯通；另外，部分区块还作了“书房式”布置，按私家书房打造，书架、台灯浑然一体，

为读者创造全新家居式阅读体验。 

杭州图书馆与区、县(市)8 家图书馆、600 余家图书流通点

整合在一起，实行通借通还。截至 2008 年 8 月，杭州 62.1%的

街道和 94.1%的社区都配备了图书馆。极大地方便了大杭州范围

内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读者。这张“大网”激活了杭

州市图书馆。2008 年，杭州图书馆藏书 231 万册，年流通人次

309 万，外借 110 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 2820 个公共图书馆

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 10 万，外借 8 万册次。 

由杭图所掀起的波澜正在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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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期 以 茶  

——读《这一辈子》有感 

2009 年，记忆最深刻的新闻之一就是中国陨落的巨星。2009 年 7 月 11 日，季老因为突发心脏病去

世。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位“国学大师”。人们无不唏嘘缅怀。也许对于季老，什么什么家的称呼早已排

起了长龙。不过在此，我不愿意再用这些称呼去形容季老，那显得生疏。 

翻开这一本书之前，封面上季老戴着老花眼镜，手执一支笔，在认真爬格子的场景就深深的感动了

我。就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书写与思考的老人，酝酿出了许许多多的著作，让世人为之敬仰。 

毫无疑问，季老对于世界文学和我们民族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精通 12 种语言，翻译过许多著作，学

术态度严谨，写论文都要查阅很多资料才会下手，倘若一下子找不到所需的资料，他宁可把那篇文章先

扔在一边也不愿意胡编乱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季老把写文章比喻成为：爬格子。想必是

慢慢爬，才能出细活。 

季老对待文学是谦逊的，他自言：“我的文笔是拙劣的，我的技巧是低下的。 我决不敢说，这些都

是好文章。”事实上，且不论笔法技巧。季老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凡是没有让

你感动的事情，决不下笔去写。写文章要投入真情实感，我想，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吧。 

季老对待花草树木和小动物，是爱惜的，欣喜的。书中有很多小文章是写他在所栖之处所见到的自

然之景。夹竹桃，海棠花，清塘荷韵，等等。自然仿佛跟他有个约会，他总能在大自然中，读出生命的

味道。而一路走来，他也养过不少动物，猫儿，兔子，与它们相处融洽，对它们照顾有加。他热爱生命，

热爱一切自然赋予的美好。 

书中季老记叙自己书斋的一幕让我印象深刻。“这个书斋是相当大的，大

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

数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有几万册吧。”想象一下，恐怕季老的书斋，也算是一

个小小的图书馆了罢。他在这其中，悠然自得，以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

却仿佛只有他跟他的书友存在。但是他有点小苦恼。正是由于书籍众多，所以

当他需要一本书的时候，往往是遍寻不得，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所以他还要加倍修炼，到能听懂

书的语言的水平，将来只要想要哪一本书，那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

囊取物。不禁笑叹，这老人真是可爱。 

季老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在“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他最悔此事——于 6 岁那年离开母亲，

投奔济南的叔父。之后的时间里，他只因奔丧两次回家。呆的时日也不多，与母亲聚少离多。母亲曾说：

“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再次见到母亲时，已是阴阳两

相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季老对母亲的悔，最真实，最难忘。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

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 

我是很认同的，这世间爱人，朋友没了可以再找，只有父母是唯一的。最在乎你的人，肯定是他们。

默默付出不计回报，他们是最重要的人。 

鲁迅野草中的“过客”一文。写到一个“过客”，一直向前走。一旁的老翁看到前面是坟墓，而小女

孩看到的是野合花。不论是什么，季老都在勇敢的向前走，走向那未知的前方。 

智者乐，仁者寿，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在走过 98 年风雨岁月后溘然长逝。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

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皓首穷经始见学人本色，春风化雨堪为一代名师。先生已去，大树飘零，自

此暮鼓晨钟不再，一曲梵音，山高水长，后来诸君，方知大师难为。 

（黄盈 物流 1002） 

¦ 馆藏书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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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人 和 一 座 城  

这个暑假过后，我发现图书馆有了新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借书集中于某个区域，而是将整个图书馆

贯通了，从一楼借阅处的内部楼梯一直向上，可达四楼！而图书更可随心所欲地携带穿梭整个图书馆，这

样的革新得到身边很多同学的认可。而我愈发找到图书馆神秘的闪光点，吸引我欲罢不能。 

第一次接触图书馆，是从借阅课程参考书开始的。学期初我一趟一次好几本，抱着回宿舍，然后快到

期末了，才发现没看掉多少，又原封不动地还回去。整整一个大一的光阴，偶尔上上教室里的自习，偶尔

心烦跑到图书馆的自习室，似乎并未发现图书馆的魅力。大二的一次巧合，跑到了三楼的报刊阅览室自习，

发现诸多杂志，如《看天下》，《青年文摘》，《美文》，《瑞丽》等符合胃口的书，于是便经常跑三楼自习。

五楼的多媒体非常便捷，自主打印、检索数据，省了论文很多不便之处。加之新建的咖啡吧，校史室，渐

渐地感觉在图书馆呆上一整天也不会感到腻。 

记得一哥们的话，他的大学是要把学校图书馆的整个一楼的书都看完，什么恋爱啊都见鬼吧。我暗自

窃笑，江山能改，书痴难移，这将枉费多少少女的真心。自从这学期开始看书以来，发现其实还真是那么

回事儿。话说暑假我闲着无事定了个书单，上“当当”把想看的书补齐，这以后倒也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

以致现在去图书馆会顺手借一本或者还一本书。一位名人曰过：读一本好书，就像同一个高尚的人交流。

如果拿这个作比喻，那么图书馆真像是一座住满名流的城，每当我进城去，总能收获不少东西。试想，一

个惬意的午后，捧一本书，细细品味，亦感受阳光倾泻下来的温度，怎一个自在了得！ 

（陈璇玥 混合 0903） 

     关 于 图 书 馆  

图书馆，一个非常神圣的名词。我热爱并且憧憬着它。习惯于到了

大学先找图书馆。大学的图书馆，一定程度上是大学真正的代表。他没

有全校最美的建筑，他没有最完备的设施，但他的意义，不是豪华的行

政楼不是美丽的校园风光所能媲美的。 

图书馆有的，不仅仅是书，更是我们一颗颗奋斗不息热爱学习的心。

尽管是一个新手，对图书馆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我却已经深深爱上了它。

喜欢带着作业在自习室认真的复习，偶尔累了抬头，眼前人依然顽强的坚持看书的精神深深打动我；

喜欢在丛丛的书中找到心仪已久的书，内心的激动与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喜欢图书馆老师与同学

的热心帮助和灿烂的微笑，让我感受到家中的温暖与舒适。 

浙商大的图书馆，说大不大，却容得下我们所有学子的求学之心。我知道，所有想要好好读书，

所有热爱读书的人，一定都深深爱着这里。读书，是清苦的。一本书，一杯茶，直到深夜，直到假

期。但图书馆，它一直在那里，不离不弃。它迎着风雨，耐着寂寞，陪伴着我们；它告诉我们所有

人：来吧，来读书吧，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庆幸我来到这所大学，我庆幸大学里有这样一批热爱读书的学子，我庆幸学子们有这样一所

图书馆。我知道，未来的四年，图书馆会一直陪伴着我；我知道，也许选择了图书馆就要放弃很多

玩乐，但我想这都是值得的。 

带着一颗虔诚读书的心，静静的加入图书馆吧。 

  （陈倩倩 会计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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