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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褚树青，男，1963年生，杭州

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

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图书馆统计与评

价专业委员会主任。

褚树青自2000年任杭州图书馆馆长

以来。以开放的思想、创新的举措、踏实的

实践，引领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界的发展潮

流。他主持设计的杭州图书馆新馆成为国

内公共图书馆建筑的典范：他主张推行

“平等、免费、无障碍”的服务理念；他设计

实施的“图书信息服务一证通”工程，获中

国社会文化最高奖“群星奖”；他主持完成

了《杭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馆藏南

宋史文献目录》和《馆藏丛书子目》的编

纂。2005年，他以美国国务院访问学者的

身份赴美交流，被授予亨斯威尔市荣誉市

民。2009年，褚树青获中国文化部颁发的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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