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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是系统汇辑一年内的

重要资料，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

资料性工具书。

《南海年鉴》创刊于 1994
年，首卷作为《广东年鉴》分册出

版，是广东省首部公开出版的县

（区）级年鉴。创刊迄今，《南海年

鉴》已连续出版 27卷。1999
年，《南海年鉴》正式出版第一张

多媒体光盘，收录了 1994～
1999年卷的内容，并从 2000
年卷起，随书出版多媒体光盘，实

现年鉴的无纸化阅读。2003
年，依托南海图片信息管理系统，

上线网络版《南海年鉴》，成为国

内首批可以在网上直接浏览、下

载的地方综合年鉴，进一步拓宽

了年鉴的利用途径。2015年

底，《南海年鉴》被中国版协年鉴

工委确定为首批7个网络年鉴试

点建设单位之一，是地州区（县）

年鉴中唯一的一个试点单位。

27年来，《南海年鉴》一直坚

持以“精品”思维、创新精神引领

编纂实践，曾获全国地方志优秀

成果（年鉴类）特等奖、全国地方

志系统第二届年鉴评奖一等奖；

多次获得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全国

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特等

奖、一等奖。

公共文化服务领跑县域城市的

11月29日，全国“四大”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之一

——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在南海区图书馆揭

牌启用。这是继上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之后，中国

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国版协年鉴工委”）

在全国设立的第2个中心，其余2个选点在北京、成都。

这是南海公共文化建设进程中又一次标杆性的文

化大事。环顾“四大”中心选址，南海是唯一的县区级

城市。全国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为何选址南海？又为

什么要依托南海区图书馆设立？带着疑问，连日来，记

者走访了南海区图书馆并采访多位专家，探寻公共文

化服务领跑全国县域城市的“南海密码”。

“以前带孩子看书，要开

车去到镇上的图书馆，现在

过条马路就能实现。”12月

4日，大沥镇大镇社区居民

范晓慧说，大镇社区智慧

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

今年7月起启用，自从家门

口有了智慧图书馆，孩子

慢慢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这是送给孩子成长最好的

礼物。

从“全民阅读”走向“全

民悦读”，范晓慧满满的获得

感是南海构建“10分钟阅读

圈”成效的一个缩影。从

2013年起，南海开始试点

建设智慧图书馆（24小时读

书驿站、社区书吧），截至目

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智慧

图 书 馆 189 间 ，预 计 到

2022年底增加至326间，

实现全区290个村居（社区）

全覆盖，推动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实现均等化。

“读书驿站项目由南海

区图书馆首创，并已申请国

家专利。近年来，我们一直

在打造家门口的图书馆，大

力构建‘在身边、可触及’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让阅读成

为一件公平的事、简单的事、

平常的事、省心的事。”南海

区图书馆馆长陈渊说，这是

面对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专家

亮出的第一张特色牌。

除了覆盖城乡的阅读空

间，更大的“杀手锏”在于南

海区图书馆总分馆服务能

力。2018年，南海区图书

馆总分馆试点创建以高分通

过广东省第二批总分馆试点

建设验收并转为示范地区推

广。2019年，南海区“智慧

图书馆（24小时读书驿站）”

项目荣获第二批广东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荣誉

称号。

数据显示，2020年平

均每1.8万名南海市民就享

有1间公共图书馆。“这放在

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水

平。”陈渊说，近年来南海区

图书馆总分馆文献流通量一

直居全市五区之首，南海区

图书馆总分馆平均每借出3
本书，就有2本从读书驿站

借出，足以说明其服务效能

显著。

也正是南海独特的资源

优势，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专

家从实地考察，到正式依托

南海区图书馆设立广东南海

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用时

不足3个星期。

今年3月24日，中国版

协年鉴工委专家在南海开展

了为期2天的实地考察，先

后参观了南海区图书馆总分

馆管理中心、配书中心、编目

中心，以及遍布城乡的智慧

图书馆。4月12日，中国版

协年鉴工委便向全国年鉴界

发出设立广东南海年鉴展示

与研究中心的通知，并呼吁

各会员单位踊跃捐赠年鉴。

11月29日，广东南海年鉴

展示与研究中心在南海区图

书馆揭牌启用，并已入藏年

鉴866种4325册，覆盖33
个省级行政区域，涉及50多
个行业。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吕园园在研究中心启用

仪式上，用三个“了不起”表

达对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

究中心的肯定与期待。她

认为该中心在“全国地位之

高了不起、馆藏之多了不

起、定位之高了不起”，并希

望年鉴人在这里找到理想、

学者企业在这里找到数据、

人民群众在这里找到乡愁，

更希望该中心能服务好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

从在全国范围内都具影

响力的智慧图书馆（24小时

读书驿站），到设立广东南海

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南海

区图书馆再次“领跑”县级图

书馆。而在陈渊看来，他更

看重的是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的跃升。

“我们有了充足的阅读

空间后，更要有特色的阅读

资源，地方文献便是珍贵的

特色阅读资源之一。”陈渊介

绍，南海区文化中心新图书

馆预计于2024年9月投入

使用，并设置1000平方米的

特藏中心，预计各类年鉴将

达2000种1万多册，可以满

足不同群体的查阅需求。

人世间最动人心者，莫过

于情。打动全国年鉴专家的

原因，更在于南海久久为功的

为民情怀，以及“来了就是南

海人”的广阔胸襟。

南海历史底蕴深厚，历届

党委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从 1991年南海县被

授予“首批全国文化先进地

区”称号，到2013年“南海县

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

命名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从2017
年南海成功创建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到近年来

南海区三度获评“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城区）”。各种荣誉

的加持，都是对南海建设“在

身边、可触及”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肯定。

“之所以选择南海，不仅

因为南海经济发展在全国县

区级中名列前茅，更因为南海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勇立

潮头。”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主

任、研究会会长王守亚表示，

南海文化底蕴深厚，出现过一

批像康有为这样的文化名人，

其发达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

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南海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相信

依托南海区图书馆丰富的藏

书、科学的管理和较强的年鉴

研究力量，广东南海年鉴展示

与研究中心不仅能服务佛山、

广东，甚至能服务全国各地。

据统计，南海常住人口连

续多年位居佛山市第一，

2020年达366.72万人，其

中超半数是新市民。近年来，

南海区全面推进标准化、均等

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以阅读为例，在南海所

有公共图书馆，不管是本地人

还是外地人，只要刷一下身份

证就能借阅图书。

“南海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卓有成效，通过与公共

文化的相互融合，将有利于年

鉴‘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

版协年鉴工委会城市工作部

主任、首批中国年鉴精品工程

指导专家阳晓儒表示，广东南

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能充

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

有利于提高年鉴的利用率和

知晓度，促进地方文化和行业

文化的发展。

“来了就是南海人！以前

常说只需一张身份证，你就能

成为图书馆的注册读者；现在

我更希望，来了，你就能在图

书馆找到乡愁。”陈渊介绍，地

方年鉴是一种系统汇辑该地

区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

编纂且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

具书。“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

新南海人，在图书馆看到家乡

的年鉴，该有多亲切！”

南海区第十四次党代会

报告提出，到2025年，呈现给

全区人民一个令人向往的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其中“公共

服务优质均衡、触手可及”。

而上月南海区“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也提出，要全面打造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打好人文和

生态两张牌。在人文方面，大

力推进以文铸城、以文兴业、

以文惠民，不断彰显南海厚重

文化特质。

面对当前改革挺进攻坚

期的艰巨任务和区党代会、两

会提出的新目标，更需要精神

文化发挥强大的引领力、凝聚

力、创造力和智慧力作用，以

文化自信激发强大精神动

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南海

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必将为

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提供

不竭动力。

从“在身边、可触及”到

“优质均衡、触手可及”，表述

的变动直观反映了南海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程：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

精。我们相信，在“中国最具

幸福感的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定会

早日达成。

年鉴的展示与收藏只是手

段，最终目的是要服务群众、服

务社会。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馆

藏资源的一部分，是其开展全

民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基础之

一。南海区图书馆作为国家一

级图书馆，多年来一直重视地

方文献资料的收藏、研究与开

发利用工作。

此次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

研究中心的成立，将推动南海中

心年鉴研究力量迈上新台阶。

据悉，经中国版协年鉴工委的严

格考核与筛选，现已成功聘请

10位国内知名的年鉴界专家担

任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

心的特约研究员，他们将组成广

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的

专家团队，参与中心的发展规

划、资源建设及课题研究，共同

为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如何更

好地发挥年鉴的资政功能建言

献策。

首批10位资深专家之一，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顾问谭惠全

表示，专家团队将以年鉴编纂理

论与实践研究作为重要支撑，以

课题研究、特约研究、交流研讨

为主要形式，结合中国年鉴事业

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年鉴

编纂出版的实际，每年拟定一批

选题，形成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

理论文章、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打

造南海中心年鉴理论研究品牌。

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

中心主任陈渊说，中心还应注重

在地化服务的活力。“年鉴是资

料性的工具书，每一部年鉴都

是一个资料库。如果中心能够

汇集到上万册年鉴，就能构成

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通过数据

的二次开发，可以发挥年鉴的

资政功能，为区委区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支撑。同时，这些资

深专家还可以联合政府职能

部门，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

工作，开展一系列接地气的课

题研究，支持当地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副会长

兼秘书长华蕾对广东南海年鉴

展示与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充

满期待。“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

研究中心是年鉴工委会设在华

南地区唯一的年鉴展示与研究

中心，也是唯一设在县区级的年

鉴展示与研究中心。”华蕾希望，

该中心能充分发挥南海的地缘

优势、文化优势和南海图书馆的

资源优势，立足南海，服务华南、

辐射全国，为年鉴的使用者提供

优质的服务，在全国年鉴展示与

研究方面起示范作用。

●谭惠全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顾问）

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

中心应以面向读者的年鉴展

陈、宣传、普及、开发、应用为主

要任务，同时，以年鉴编纂理论

与实践研究作为重要支撑。在

研究方面，以课题研究、特约研

究、交流研讨为主要形式，结合

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特别是粤

港澳大湾区年鉴编纂出版的实

际，每年拟定一批选题，形成一

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理论文章、

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打造南海

的年鉴理论研究品牌。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蓝志中通讯员董健平瑚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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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守亚：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主任、研

究会会长，曾任安徽省地方志办

公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编审

2、许家康：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名誉

主任，曾任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副主席、巡视员，编审

3、鲍海春：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常务

副主任，曾任哈尔滨市社会科学

院党组书记、院长兼《哈尔滨年

鉴》主编

4、华蕾：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北京教育年鉴》执

行主编

5、莫秀吉：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副主

任，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广

东年鉴社社长、副编审

6、阳晓儒：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城市

工作部主任、首批中国年鉴精品

工程指导专家、广东省地方志专

家库和兵团史志专家库专家、广

东省情专家

7、谭惠全：
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

员会顾问，曾任广州年鉴社社长

兼总编，副编审

8、金玫：
贵阳市档案馆（贵阳市地方

志办）年鉴工作处处长，四级调

研员

9、哈幸凌：
先后任苏州市档案局（馆）

年鉴编辑室副主任、主任，《苏州

年鉴》执行副主编，副研究馆员

10、杨正宏：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年鉴论

坛》编辑部主任、方志出版社专

家委员会委员、《镇江年鉴》顾问

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依托南海区图书馆设立，目前

该中心共入藏年鉴866种4325册，覆盖33个省级行政区域，涉

及50多个行业。当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国民族年

鉴”等“中字号”全国性综合年鉴，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年鉴”“中国

电影年鉴”“北京大学年鉴”等地方性年鉴、专业性年鉴和高校年鉴

等。预计到2024年9月南海文化中心新图书馆启用时，将达到

2000种10000多册。

县级图书馆再领跑
阅读从覆盖城乡到资源出色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全国标杆
让新市民在南海找到乡愁

组成专家团队开展课题研究
打造南海中心年鉴理论研究品牌

全国第二个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落户南海，已入藏年鉴866种4325册，涉及50多个行业

■中国出版协会

年鉴工作委员会

广东南海年鉴展

示与研究中心启

用仪式。

●王守亚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主
任、研究会会长）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分别在

北京、上海、成都、广东南海设

立全国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

南海中心是年鉴工委设在县区

级的唯一一个展研场所，之所

以选择南海，不仅因为南海经

济发展在全国县区级中名列前

茅，更因为南海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勇立潮头。南海地处

粤港澳大湾区腹地，相信依托

南海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科

学的管理和较强的年鉴研究力

量，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

中心不仅能服务佛山、广东，甚

至能服务全国各地。

●华蕾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副会
长兼秘书长）

广东南海年鉴展示与研究

中心依托南海区图书馆设立，

有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南海区

图书馆是国家一级图书馆，作

为年鉴工委会常务理事单位，

积极推进图书馆专业年鉴的探

索与实践，致力于打造地方文

献资料的收藏与开发，具备设

立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的良好

条件。希望南海中心能充分发

挥南海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

和南海图书馆的资源优势，立

足南海，服务华南、辐射全国，

为年鉴的使用者提供优质的服

务，在全国年鉴展示与研究方

面起示范作用。

●阳晓儒
（中国版协年鉴工委会城
市工作部主任、首批中国
年鉴精品工程指导专家）

南海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卓有成效 ，通过与公共文

化的相互融合，将有利于年鉴

“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利于提

高年鉴的利用率和知晓度，促

进地方文化和行业文化的发

展，推动全国年鉴实现高质量

发展。

广东南海年鉴
展示与研究中心
首批特约研究员

那些你想不到的年鉴

南海年鉴知多D

■全国第二个年鉴展示与研究中心落户广东南海。

分类

全国性综合年鉴

地方性年鉴

专业性年鉴

高校年鉴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中国年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年鉴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中国精神文明年鉴

中国城市年鉴

中国民族年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

粤港澳大湾区年鉴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

武汉年鉴

江苏年鉴

陕西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文化年鉴

武汉大学年鉴

北京大学年鉴

中国传媒大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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