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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6_8A_95_

E8_B5_84_E8_BF_913_c57_614883.htm 昨天，记者从市图书馆

获悉，我市十大文化设施建设之一的新重庆图书馆（以下简

称“新馆”），将在29日奠基动工。昨天，记者从市图书馆

打探到，新馆光是硬件方面的投资就将近3亿元人民币，预计

在2006年年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周围环境绿化等方面的建设

。2007年下半年，新馆将向社会开放。 面积5万平方米 记者

昨天在新馆设计方案上看到，新馆的新址位于沙坪坝凤天路

天骄年华对面。图书馆地下一层，地上6层，建筑面积近5万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约4万平方米。包括绿化、道路及公共

场地在内，新馆设计总用地33803平方米。 按照设计方案显示

，即使不把设计费用、内部装潢费用、安全系统费用等算在

内，包括地面建筑、地下车库、专用设备和机电层等在内的

新图书馆硬件建设费用达近3亿元人民币。 日接待8000人 市

图书馆副馆长林滨表示，预计在2006年前完成基础建设的新

馆将分成文献信息服务、业务加工、会展培训、行政服务、

共享服务和车库设备六大区域。用作会展培训的学术报告厅

和多功能厅拥有先进的影音播放设备，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电

影放映。 林滨介绍，算上内部二次装修、图书整理上架等时

间，如果一切顺利，图书馆将在2007年下半年向社会开放。

按照国内领先、西部一流的设计要求，新图书馆拥有3000个

阅览座位，日接待读者可以达到5000到8000人。馆藏图书350

万册，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新图书馆的藏书量将达到600万

到800万册。 三大优势不变 除了一流的硬件设施，新重庆图



书馆在图书收藏和展示上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林滨副馆长

表示，新图书馆将在联合国文献、抗战文献和古籍珍本等三

大领域保持原图书馆的优势。 林副馆长介绍，重庆图书馆的

前身“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于1947年成立之后，即被联合国

指定为资料寄存馆，一直未曾间断。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又将其确定为联合国全部文献寄存馆。作为中国两个最

早的联合国文献寄存馆之一，重庆图书馆现有联合国资料10

余万册(件)。 除了联合国文献，图书馆还收藏了民国时期的

出版物76611种、177621册，是我国二战图书、报刊收集最全

、保藏最多和最完整的图书馆。 在古籍珍本方面，重庆图书

馆收藏有宋代以来的古籍线装书532342册，其中收入《全国

善本书总目》的就有3707种、55632册，内有孤本和稀见本424

种，古籍线装书的数量和质量均列中国西南地区首位，在全

国也位居前列。 林滨介绍，新图书馆准备设立联合国文献业

务加工室、史迪威阅览室、罗斯福专题阅览室、抗战专题研

究室等12个专题业务部门。 这些部门将专门收集、整理、研

究各自的相关资料并对读者开放。如联合国文献业务加工室

将对自1947年以来的联合国文献进行收藏、整理和研究开发

；史迪威阅览室将专门收藏史迪威的专题文献资料；民国文

献业务加工室将进行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收藏、

整理和开发。特藏文献密集书库将专门收藏民国时期文献、

古籍文献并提供恒温恒湿专用设备。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