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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浦东川沙是人杰地灵、名人荟萃、文化历史底蕴厚重的宝地。
在这块沃土上有一座新中国早期就建成的县级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初又有了富有创新特色的少年儿
童图书馆。
得知施济屏领衔为川沙公共图书馆事业编史，令我为之吃惊之余更生钦佩之情⋯⋯这是件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举措。
我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公共文化图书馆事业的工作者，深知公共图书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即使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信息源可谓是无处不有，但图书作为一种信息源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方式，它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图书馆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更为规范化和人
性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都是文化事业发展中一项长期
和重要的任务。
　　川沙图书馆伴随浦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先由一馆分两馆，后又两馆合一馆，虽几经体制
变革，但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兴旺，几十年来始终把服务读者、服务经济、服务社会视作办馆的灵魂。
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川沙图书馆，50年代末又成为县级图书馆，它的业务覆盖了当时全县的28个
乡镇，工作业绩领全市各郊区之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办的“家庭读书活动”更是
为全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向社会拓展开了先河。
　　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川沙少年儿童图书馆，因其斐然的业绩，在1989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
全国文明图书馆”，其后连续16年间又4次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区、县级“国家一级图书馆”，其间创
办的“亲子系列读书活动”、“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更是被同行视为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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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川沙图书馆发展史》史料详实、编修有序、脉络清晰、繁简精当，正确记录了川沙图书馆60年
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工作经验，并预示着川沙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景象，反映出图书馆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彰
显出川沙图书馆建设的风采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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