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厦
门
厦
门
﹃﹃
知
识
殿
堂

知
识
殿
堂
﹄﹄
华
丽
蜕
变

华
丽
蜕
变

市
图
书
馆
传
承
文
化
已
成
为
城
市
发
展
的
重
要
象
征

市
图
书
馆
传
承
文
化
已
成
为
城
市
发
展
的
重
要
象
征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刘虎 设计：李玲玲 校对：林维曦

清算公告
厦门市翔安区新荷幼儿园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502135949721485，档案号：

350200010021)，根据《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本

幼儿园召开理事会决定注销，现

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公

告起45日内，向本园清算组申报

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负责人：夏凤娟

联系电话：15980786356

联系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

溪尾社区(原浦尾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新荷幼儿园清算组

注销公告

厦门市翔安区万人幼儿园因

生源不足、经营亏损现决定注

销。因理事会成员未能同时到场

无法召开结束经营表决会 ，本组

织有关人员若有不同意见，请于

见报之日起45日联系本组织。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

西二路9号

联系人：龚雅馨

电话：13616010004

厦门市翔安区万人幼儿园

2024年10月25日

遗失声明

父亲：王双喜，母亲：韩秀敏

之女王钧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L350405543，声明作废。

●遗失：本人李艳，性别女，身份证

号：350881820423002，通过福建

省龙岩市教育局批准，于2005年

6月 30日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证，证书号码：200535900410

00623，现声明作废。

●遗失：厦门市稚桐托育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郑凤玲遗失本人身份证（证号：350

205198703101027），自本声明发布之

日起因他人冒用身份证引起的任何

纠纷，本人概不承担法律责任，并依法

追究冒用者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厦门汇知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3年12月2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50212MAD7KBD684，声明作废。

●厦门明达伟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证，车号：闽DBQ77挂，证

号：350201262340，声明作废。

●厦门市开心杨记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9年7月1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50212MA331CDP0G声明作废。

●厦门市集美区兴珠面包店遗失厦

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

9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211MA33

8UFB63，经营者：王晨林，声明作废。

●徕运（厦门）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闽DG3392黄的车辆运输证，

证号：350211013566，声明作废。

●厦门大作为建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聚岩隆运输有限公司闽

DG0998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350201260284，声明作废。

●厦门念博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李文莲遗失保证金收据 058

XIM0600000032，特此声明。

●遗失：厦门市行远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厦门与狼共舞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一枚，法人姓名：曹平，声明作废。

地址：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A厅2号窗口（电话：7703729）
枋湖南路29号湖里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号窗口（电话：5581162）
吕岭路122号报业大厦10楼1009室（电话：555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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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傅曦颖

厦门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厦

图”）始建于1919年，至今已历经一

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从早期玉屏

书院余款支持设立，抗战时遭逢劫

难，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再到

目前拥有文化艺术中心馆区、集美

新城馆区和中山图书馆（鼓浪屿分

馆）三个馆区，总面积8.7万平方米，

如今的厦图对于市民来说，不仅是

知识殿堂，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

要象征。

利用玉屏书院余款创办

1885年，18岁的周殿薰被推举

为玉屏书院的大董，他推动将书院

资金用于兴办新式学堂，创立厦门

中学堂（厦门一中前身）。在此期间，

他萌生了创办公共图书馆的构想。

1919年，周殿薰在厦门道尹陈培锟

的支持下，利用玉屏书院余款创办

厦图，并担任首任馆长。

初创时期的厦图收录了玉屏书

院和博闻书院的旧藏书籍，还从国

内外采购了许多新译图书和杂志，

藏书达数万册。1920年，厦图正式

对外开放，但随着读者增加，馆舍条

件逐渐显得不足。1922年，周殿薰

赴上海募捐扩建厦图。

1930年，周殿薰的学生余超接

任馆长，他致力于将厦图推向现代

化，引入西方的图书分类法，编制更

加系统的目录卡片，还创办了《厦门

图书馆声》月刊，推动图书馆专业化

和本地文献的保存。抗战时期，厦图

经历重重劫难，余超在日军占领厦

门前带走了珍贵的古籍，使部分文

献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迁址

新中国成立后，厦图馆址相对

稳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厦

图曾迁址3次，除了在中山路147-

165号二楼短时“驻足”外，五六十

年代在思明北路l26-134号大楼、

七八十年代在中山路67-71号厦门

日报社旧址各“栖身”16年。

随着厦图藏书量急剧增加，到

1986年，总馆的藏书已达40多万

册，面积仅1352平方米的厦门日报

社旧址已不能满足需求。馆长杨玉

中起草报告给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

均，申请将市政府旧址（公园南路2

号）拨作厦图馆址。1987年8月，经

邹尔均批复，市政府将公园南路2号

市政府原大院，包括市委原大楼及其

附属楼房作为图书馆馆址，建筑面积

1800平方米。1988年6月，厦图迁入

公园南路2号的市政府原大院。

厦图迁入市政府原大院后，条

件有所改善，但馆舍面积依然有限，

建筑格局也不适应图书馆存储文献

和服务布局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拓

宽或更新，此时香港同胞杨贻瑶伸

出了援手。杨贻瑶少时家贫，没能上

学读书，到异乡拼搏前，曾在厦图度

过了学习知识的时光，成功后决定

捐资支援家乡建设。其不仅出资，还

亲自参与设计和规划建设厦图综合

大楼。1991年，建筑面积4500平方

米的厦图综合大楼竣工，成为当时

厦门较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

去年总流通422.3万人次

进入21世纪，随着厦门城市加

快发展，图书馆功能和服务进一步

扩展。2007年，厦门市文化艺术中

心全面开放，厦图随之迁至新的馆

舍。新图书馆建筑面积达2.57万平

方米，融入现代化建筑设计元素，结

合开放的空间布局、先进的技术设

施和多样化的文献资源，以超市式

的“藏、借、阅一体化”为基本服务模

式，全年365天开放，为读者提供全

免费服务。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厦

图还专门设立了少儿文献借阅区、

残障人士借阅区、IT体验区等服务

区域。图书馆文献资源载体逐渐多

元化，读者可查阅印刷版、电子版、

音像资料等多种类型的资源；服务

体系全面数字化、现代化，馆内实现

Wi-Fi全覆盖，配置触摸屏导读系

统和阅报系统、自助借还书机、自助

复印机、自助扫描仪等自动化设备，

并依托互联网、微信平台开展“飞鸽

传书”网上借书、“白鹭分”免押金信

用办证、图书预约、网上续借等多种

开放性服务。

2018年，厦图集美新馆开馆，

成为新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总面

积达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馆，

是厦门地区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

最高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是市民阅

读学习的场所，也是图书馆数字化

和信息技术展示体验、服务中心。”

厦门市图书馆副馆长曾兴德说。

据了解，2023年，厦图总流通

达422.3 万人次，外借文献654.78

万册，外借文献册次创历史新高；开

展公益性讲座、展览、培训、读书沙

龙、电影展播、少儿活动等形式多样

的阅读推广活动1100多场次。

2007 年，厦门

市文化艺术中心全

面开放，市图书馆随

之迁至新馆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