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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发展
探析∗

金武刚

摘　 要　 农家书屋工程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的重点文化惠民工程，以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农家书屋在日常运行管理中出现了设施运行没有保障、图书资源不能满足农民需求、服务形式

单一等问题。 同时，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功能重合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少地方在实践

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包括开展专业化培训，建立图书流动网络，丰富服务形式，实行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一体化建设

等。 综合各地经验，可以将农家书屋纳入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现建设主体合一、经费统筹使用、设施统一管理、

服务统一规范、人员统一培训，通过两者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参考文献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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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武刚： 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发展探析
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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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１　 农家书屋的建设发展与重心变迁

农家书屋是“十一五”以来国家实施的五大重

点文化惠民工程之一，２００３ 年酝酿推动，２００５ 年开

始试点，２００７ 年全面推开，２００９ 年加速推进，２０１２
年提前完成全国布点工作。

１ １　 建设初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研究探索

如何破解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
２００３ 年，新闻出版总署倡导和推动“三农”读物的

出版发行，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农家书屋的设想，
２００５ 年开始在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开展试点工

作。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中央“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

设的意见》，提出推动“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
增加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

的品种和数量，发展农民书社等农民自助读书组

织，为农民群众读书提供方便。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发布的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部署

农村文化建设时提出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

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
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 这是“农家书屋”在政

府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现。
在农家书屋工程立项之初，其设计是在农村

建立出版物发行流通体系，主要解决农民“买书难、
看书难”问题，建设重心是图书销售。

１ ２　 全面推开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

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八个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印发 ＜ 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 ＞ 的通知》，
部署“十一五”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

程，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实施，是新农村文化建设

的基础工程、民心工程。 以此为标志，农家书屋由

“农民群众开办”的“农民自助读书组织”演变为政

府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重大工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中央“两办”发布《关于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农家书屋仍是要求重

点加强建设的五大文化惠民工程之一。 ２００９ 年，中
央又做出批示，要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要加大力

度、加快进度。 农家书屋建设由此驶入快车道，成
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

益性文化服务设施。
根据《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农家书屋的

阶段性建设目标是着力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
看书难”的问题，由立项设计之初重在图书销售，拓
展为图书销售与图书借阅并重。 受电子商务与数

字出版的影响，实体书店单纯售书的经营模式越来

越难以为继［１］ 。 农家书屋的图书代销业务也一直

难以发展，事实上被迫转向图书借阅服务，重在解

决农民“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

１ ３　 后续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全国共建成统一标准的农

家书屋 ６００，４４９ 家，投入财政资金 １２０ 多亿元，吸引

社会资金 ６０ 多亿元，配备图书 ９ ４ 亿册、报刊 ５ ４
亿份、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１ ２ 亿张、影视放映

设备和阅读设施 ６０ 多万套［２］ 。 七年内，农家书屋

完成全国布点工作，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实现“村
村有”；农村图书资源总量快速增加，农民人均图书

１ １３ 册，增加了 １０ 倍，成就显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总

结大会在天津举行，宣布经过五年努力，全国农家

书屋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提前三年完成。 在会议

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明确指出，农
家书屋下一步要着力做好五项工作［３］ ：①以出版物

补充为保障，完善长效机制；②以管理员队伍建设

为重点，提高农家书屋的使用效率；③以开展活动

为抓手，带动农家书屋发挥作用；④以数字化建设

为手段，提高农家书屋的传播能力；⑤以农家书屋

为基础，逐步完善城乡一体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出版物补充，旨在落实专项购书经费、保障服

务能力；管理员队伍建设，旨在提升服务技能、提高

服务水平；开展活动，旨在以阅读活动的经常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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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深入化，营造阅读氛围、创设阅读环境、提高

书屋利用率；数字化建设，旨在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提供更丰富的阅读资源和更便捷的信息服务。 可

见，农家书屋工程完成全国布点任务之后，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基本结束，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成为日常

工作，其重心落在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建设

完善。

２　 农家书屋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瓶颈

农家书屋工程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改善农

村文化环境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 然而，
随着农家书屋工程重心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日常

服务管理，一些运营管理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成
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２ １　 设施运营没有保障

农家书屋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但建成后的

正常开放管理成了大问题。 尽管农家书屋中都张

贴着各项管理制度与规定，详细到具体开放时间、
借阅规定等，但仍然有一些书屋在执行过程中流于

形式［４］ 。 有的地方农家书屋几乎成了摆设，成了装

点门面的“道具”，在少数地方甚至成为应付上级

检查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５］ 。
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多数是义务服务，没有任

何报酬，工作热情不高，人员不到位，无法保证开放

时间。 不少地方管理员由村干部兼任，村干部身兼

数职，农家书屋闲时开门，忙时关门，铁将军锁门是

常有的事［６］ 。 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农家书屋布点

建成之后，只有 １ ／ ３ 的农家书屋正常开放，１ ／ ３ 的开

放不正常，还有 １ ／ ３ 已经不开放［７］ 。

２ ２　 图书资源不能满足群众需求

农家书屋的出版物是根据《全国农家书屋重

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由各级政府统一配备，统一派

送［８］ ，缺乏必要的群众需求征询机制，很难充分照

顾到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造成配送

品种单一，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千篇一律的图书配

置，造成同一批次的图书构成完全相同，没有个性

特色。 再加上不少地区农家书屋建成后，图书更新

缓慢，内容陈旧，缺乏吸引力，导致农家书屋的使用

率较低，成为“摆设”［４，９ －１０］ 。
一个农家书屋配置 １，５００ 多册图书，此数量及

规模不足以持续吸引读者。 按阅读服务的规律，资
源必须流动起来。 但是，“全省图书长得一个样”，
资源流动无法实现，使农家书屋很难持续吸引利用

者。 农家书屋“全省图书长得一个样”，是一个有

利于出版企业卖书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有利于农民

“用书”的机制。

２ ３　 服务形式单一，利用率低

为了帮助农家书屋管理员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农家书屋管理员实用手

册》，并提供网上下载［１１］ 。 从该手册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图书分类、上架借阅等典藏管理工作，而把

对促进阅读至关重要的读书活动的组织工作列为

额外任务，只用一句话带过———“此外，有条件的

地方，书屋管理员还可以组织村民开展一些读书文

化活动，吸引村民多来农家书屋读书学习。”［１１］

调研表明，虽然农家书屋在管理员培训方面有

明确规定，但是缺乏刚性要求和相关配套制度。 农

家书屋的管理员大都从未接受过图书管理的专业

训练，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只注重图书收藏而

不注重读书活动，只限于一般的借还，基本不开展

各种活动，农家书屋的利用率低下［９，１２］ 。

２ ４　 农家书屋与图书馆体系功能重合，重复建设

矛盾日益突显

从农家书屋的建设历程来看，最初的设计目标

是解决农民“买书难”的问题，旨在将出版物发行

网络延伸至农村，形成农村出版物市场；全面推开

以后，阶段性目标是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
书难”的问题，重在图书借阅服务；在完成全国布点

任务后，其重心转向建立农村的“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而为农民阅读提供设施、资源、活动和服务保

障，营造阅读氛围，激发阅读热情，正是农村公共图

书馆的重要使命［１３］ 。 这样一来，农家书屋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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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功能上的重合。 目

前的现状是，各级公共财政同时维持两个并行的体

系，解决同一个“读书难”问题，导致建设重复、资源

浪费，服务效能低下。
此外，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建设也是当前的一

项重点工作，各地已经在探索运用多媒体、互联网、
卫星、有线电视网络等技术推进“数字农家书屋”
建设［１４］ 。 这与已有的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

读室计划以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又存在服务

功能的重合问题。

３ 农家书屋与图书馆合作、融合的创新举措

国际上，解决民众“读书难”问题，一般是通过

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体系来完成。 公共图书馆成

为“各地通向知识之门，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生

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

件”［１５］ ，它“遍及全世界，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
同发展阶段中普遍存在”［１６］ 。

农家书屋面临着发展瓶颈，而其工作重心又

转移至“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构建，不少地方在

实践过程中，针对问题和困境，探索农家书屋与图

书馆合作与融合的创新举措。

３ １　 将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纳入公共图书馆体

系，接受专业辅导

农家书屋管理员多为兼职，大都来自非图书

馆行业，缺乏必备的图书管理知识与技能，且流动

性强。 因此，若要充分发挥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
需要实现农家书屋的专业化管理，需要建立可持续

性的业务培训体系，定期开展图书采集、分编、上
架、借阅、代售等业务管理方面的辅导，定期开展阅

读推广、技能传授、组织学习等拓展服务方面的

培训。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将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

培训体系对接的试点工作，将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培

训纳入到当地公共图书馆的人员培训体系之中。
如鞍山市图书馆专门抽调工作人员，成立农家书屋

业务指导部，对管辖范围内的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

集中培训和实地业务辅导［１７ －１８］ ；湖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各市（州）、
县（市、区）图书馆，要定期对农家书屋管理员进行

业务指导和培训，由省统一为每个农家书屋管理员

颁发上岗证［１９］ 。

３ ２　 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建立图书流动

网络、流动分馆

农家书屋标准配置的 １，５００ 多册书刊，难以满

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如果从公共图书

馆内挑选部分图书发放到各书屋进行流通，把推进

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与创新农家书屋管理结合起

来，建立图书流动网络、流动分馆，让图书“活起

来”、“动起来”，以流动方式提高书屋的图书总量、
促进图书更新，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

福建省南安市积极探索出的“大馆带小屋”的
新路子，值得借鉴［２０］ 。 ２０１１ 年，南安市图书馆在全

市设立了 １００ 多个农家书屋流动分馆，覆盖 ２７ 个

乡镇（街道）８１ 个村（社区），为每个书屋配置图书

５００ 册，每季度更换一次，每次更新图书 ３００ 多册。
在此基础上，南安市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将延伸服务点

增加到 １８０ 个，２０１４ 年全面推广，将所有农家书屋

纳入“大馆带小屋”的延伸服务中［２１］ 。
福建省高度重视南安市的实践创新经验，由省

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农家书屋建设中学习推广南

安市“大馆带小屋” 经验做法的通知》 （闽委宣

〔２０１２〕３６ 号），号召全省各地学习南安市的经验与

做法。 三明市、福安市等地已经加以推广，并取得

一定实效［２２］ 。

３ ３　 农家书屋依托公共图书馆数字网络优势，开
展数字化、网络化服务

近些年来连续发布的中国全民阅读调查结果

显示，公众的数字阅读接触率逐年上升，如 ２０１２ 年

全国人均阅读电子书 ２ ３５ 本，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了

０ ９３ 本，增幅达 ６５ ５％ ［２３］ 。 这表明，数字阅读群体

在稳步迅速壮大，数字阅读代表了阅读的新趋势。
因此，农家书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开展数字阅读

服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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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的农家书屋，已经尝试依托省、市级

公共图书馆丰富的数字资源，开展数字化、网络化

服务。 如贵州省部分农家书屋，标准化配备了联网

电脑和打印机，引入省图书馆的数字图书资源，面
向农民群众提供数字图书的联网阅览和脱机阅览，
便捷应用网络学习知识、获取信息［２４］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这样的农家书屋在贵州省已建成 ７００ 个［２５］ 。
江苏省镇江市由市图书馆统筹建设数字图书馆，作
为公共资源向基层开放，农家书屋通过配备电脑、
开通网络，可免费利用数字图书馆的资源［２６］ 。

３ ４　 将农家书屋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行

“四位一体”建设

近些年来，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文

化惠民工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一起，多渠道面向

农民群众提供阅读服务。 但是由于条块分割、各自

为政，上层没有合力共建的顶层设计，基层只能是

上面拨什么钱下面就建什么项目，难以形成集中承

接的“蓄水池”，不能持续集聚和累积形成真正持

久的服务能力。
为了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统筹协调，

江苏省吴江市（现改为苏州市吴江区）在已经建成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础上，整合农家书屋、文
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党员现代远程教育中心和

乡村图书室资源，设立“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信

息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原有图书交由市图书馆统

一著录加工，回溯建库，进入流通体系；此后在农家

书屋上投入的专项资金或图书，市政府直接下达到

市图书馆，由市图书馆统一调配［２７］ 。 由此，农家书

屋完全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之中。 吴江市“四
位一体”项目全面铺开后，服务效果显著，仅 ２０１２
年图书外借这项指标，年均增幅达 ５５％ ，其中乡村

图书外借年均增幅达 ２７４％ ［２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安徽省试行农村公共图书服务

一体化建设。 以县域为平台，以县图书馆为总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农家书屋为服务点，建
立县域图书资源建设、流通、服务一体化网络。 在

这一网络中，农家书屋只需负责做好书屋的日常管

理维护和读者借阅服务，而图书业务交由县图书馆

集中处理，图书流转工作交由乡镇综合文化站

负责［２９］ 。

４　 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的融合发展

农家书屋工程在 ２００５ 年试点建设之际，正是我

国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举步维艰之时［３０］ 。 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很多县图书馆“空壳化”、“人吃书”、“书吃

人”现象严重，服务水平低下，制约了图书馆事业发

展［３１］ 。 农家书屋工程的实施与推进，确实为解决广

大农村基层“读书难”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家书屋工程主要是在村级层面建立公益性

文化设施并提供服务。 在工程开展之时，我国农村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水平，特别在中西部地区，整体

落后，工作重心只能是维护县级图书馆的生存与发

展。 因此，在初期，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由
于建设重心不同，两者同时并行，矛盾不突出。

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不断加

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在总分馆制建

设的指引下，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重心，开始由县

级图书馆向乡村延伸。 这就遇到了农村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与农家书屋并存、重复投入的问题。 与

此同时，农家书屋要解决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瓶

颈，构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就需要进一步

加大人、财、物的投入，提供专业化的阅读活动和阅

读服务。 而专业化阅读服务提供是图书馆系统的

传统优势。 越是加强农家书屋的建设，越是与农村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服务功能上重合。 两者分

而治之，不如融为一体。
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借鉴地方实践创新经验，

根据十八大“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

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的要

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政府主导，打破体制制约，
将农家书屋纳入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实现建

设主体合一、经费统筹使用、设施统一管理、服务统

一规范、人员统一培训，通过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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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管理职能转移，实现建设与管理主体合一

建设和管理主体的合一，是农家书屋与农村

公共图书馆体系统一规划、统筹发展、提高效能的

前提。
在中央政府层面，将农家书屋的建设、管理主

体与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合一，改变目前农家书

屋由新闻出版总署（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建

设和管理、公共图书馆由文化部归口管理的局面，
统一归并由文化部负责，形成统一的解决农村基层

“读书看报”问题的建设和管理体制。 省级政府层

面，也作相应调整，实现建设和管理主体合一。 目

前，省以下各级政府层面，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

门已经整合，仅需内部职能调整即可。

４ ２　 改革经费管理制度，实现统筹使用，提高效益

中央财政“十二五”期间安排了农村文化建设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 根据《中
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２０１３］２５ 号），用于“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及

更新每村每年 ２０００ 元”，这为农家书屋的长效发展

提供了保障。 为了充分发挥好专项资金的效益，让
农民看到更多的新书，可以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所

有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经费集中起来统一采购图

书资源，在农家书屋之间有序流转。
我国从２００５ 年开始就进行了“省直管县”的改

革试点，在现行行政体制与法律框架内，实行省级

财政直接管理县（市）财政［３２］ 。 因此，建议以县域

为实施单元，将中央财政拨付的农家书屋出版物补

充经费，与地方配套经费统筹使用，集中在县域公

共图书馆体系的总馆，统一用于图书资源的采购，
然后统一配送，在农家书屋之间按时流转。

４ ３　 运行机制创新，实现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
一规范

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文化建

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

环节，具有承上启下、体系完整、面向基层、城乡一

体等特点。 以县域为实施单元，实施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管理

模式［３３］ 。
将农家书屋纳入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比

较理想的模式是以县域为实施单元，以县图书馆为

总馆，以乡镇文化站为分馆，以农家书屋为流通服

务点，健全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完善农村公

共阅读服务体系。 由总馆负责建立群众阅读需求

征询机制，整合全县图书资源，实行图书统一采购、
统一编目、分级配送、按时流转。 总馆负责县与乡

镇之间、分馆负责各村农家书屋之间的图书配送与

按时流转。 按照图书馆行业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实
现农家书屋的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规范。

４ ４　 人员队伍建设，实现统一培训、持证上岗

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基础力

量，要“制定实施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完善

机构编制、学习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吸引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

农家书屋目前已经拥有一支专兼职的管理员

队伍，他们是开展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重要力量。
建议将现有人员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由县图

书馆进行专业指导和业务培训。 并根据农村公共

阅读服务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优化培训师资，完
善教材编写，实现培训课程体系化；进一步改进考

核形式，建立培训质量控制制度，实施持证上岗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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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辽宁省积极探索构建农家书屋长效机制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ｇｎｊ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ｏｏｋ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４０６ ／ ８０５１ ｈｔｍ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ｇｎｊ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ｏｏｋ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４０６ ／ ８０５１ ｈｔｍｌ ）

［１８］　 王玉梅 辽宁鞍山农家书屋发展添“长劲”［Ｎ］ 中国新闻出版报，２０１０ － ０８ － １３（２） （Ｗａｎｇ Ｙｕｍｅｉ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ｉｎ Ａｎｓｈａｎ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０８ －１３（２） ）

［１９］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家书屋管理的意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ｊｚｆ ／ ｈｎｚｂ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７＿４１２１７ ／ ｓｗｂｇｔｓｚｆｂｇｔｗｊ ／ ２０１３０６ ／ ｔ２０１３０６１８＿８６５２９２ ｈｔｍ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Ｐ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ｚｊｚｆ ／ ｈｎｚｂ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７＿４１２１７ ／ ｓｗｂｇｔｓｚｆｂｇｔｗｊ ／ ２０１３０６ ／ ｔ２０１３０６１８＿８６５２９２ ｈｔｍｌ ）

［２０］　 黄诗南 “大馆带小屋”让农家书屋“活”起来———南安市农家书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１３

（１）： ４７ －５１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ｉｎ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 ａｎ Ｃ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１）： ４７ －５１ ）

［２１］　 中共南安市委办公室，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安市提升“大馆带小屋”经验做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ａ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ｏｐｅｎ ／ ｚｗｄｅｔａｉｌ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ｉｄ ／ ２６４ ／ ｎｅｗｓ ＿ ｉｄ ／ ４７５７５２８ ｈｔｍ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Ｐ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Ｎａｎａ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ｎａｎ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ｉ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ａ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ｏｐｅｎ ／ ｚｗｄｅｔａｉｌ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２６４ ／ ｎｅｗｓ＿ｉｄ ／ ４７５７５２８ ｈｔｍｌ ）

［２２］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大馆带小屋”———福建省探索农家书屋长效机制［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ｊｘｗｃｂｊ ｇｏｖ ｃｎ ／ ｓｈｏｗ ａｓｐｘ？ｃｔｌｇｉｄ ＝２１３６２１＆Ｉｄ ＝５７４２７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ｉｇ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ｊｘｗｃｂｊ ｇｏｖ ｃｎ ／ ｓｈｏｗ ａｓｐｘ？ｃｔｌｇｉｄ ＝２１３６２１＆Ｉｄ ＝５７４２７ ）

［２３］　 张贺， 徐歆芷 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超半数国民自认读书少［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 ０４ － １９（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Ｈｅ， Ｘｕ Ｘｉｎｚｈｉ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ｅｓｓ［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３ －０４ －１９（１２） ）

［２４］　 贵州省数字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ｇｎｊ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ｏｏｋｓ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４０６ ／ ８０２３ ｈｔｍｌ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ｍａｄ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ｇｎｊ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ｏｏｋ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４０６ ／ ８０２３ ｈｔｍｌ ）

［２５］　 周静 数字图书打造贵州全新阅读生活［ Ｎ／ ＯＬ］  贵州日报，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１７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ｇｚｒｂ ｇｏｇ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１７ ／ ０１１３４５６２９ ｓｈｔｍｌ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 Ｏ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２ － ０２ － １７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ｇｚｒｂ ｇｏｇ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１７ ／ ０１１３４５６２９．

ｓｈｔｍｌ ）

［２６］　 镇江市文广新局  镇江推广“一馆一站一室” 数字阅读新模式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ｊｓｃｎ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ｊｄ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９ ／ ｔ２０１３０９０２＿１８７７１ ｈｔｍ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Ｚ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ｏｍ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ｊｓｃｎ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ｊｄｘｗ ／ ２０１３０９ ／ ｔ２０１３０９０２＿１８７７１ ｈｔｍｌ ）

［２７］　 张海江， 薛群菁 吴江乡镇图书馆发展历程简述［Ｊ］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１１（１２）： ９０ －９２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ｊｉａｎｇ， Ｘｕｅ Ｑｕｎ⁃

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Ｗｕｊｉａｎｇ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Ｊ］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１（１２）： ９０ －９２ ）

［２８］　 林理 “四位一体”与“末端创新”———江苏吴江公共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引人关注［Ｎ］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４

（８） （Ｌｉｎ Ｌｉ Ｆｏｕｒ ｉｎ Ｏ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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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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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届“国会图书馆扫盲奖”颁布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了首届“国会图书馆扫盲奖”（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
ｗａｒｄｓ）获奖名单。“国会图书馆扫盲奖”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设立，由国会图书馆图书中心统筹管理。该项目旨在奖

励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减少文盲并提高公众阅读兴趣的组织、群体和个人。项目设立了三个不同的

奖项，其中，“大卫·鲁本斯坦奖”（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ｒｉｚｅ）授予长期致力于全球扫盲工作或对此有突出

贡献的个体或组织，奖励１５万美元；“美国奖”（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ｚｅ）授予过去十年内成功组织实施的扫盲

项目，奖励５万美元；“国际奖”（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ｚｅ）则授予在特定国家或地区从事扫盲工作的个体、国
家或非政府机构，奖励５万美元。各奖项奖金主要由大卫·鲁宾斯坦（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先生提供。一个

由扫盲及阅读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负责奖项的评选，评选结果推荐给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Ｈ·比

林顿（Ｊａｍｅｓ Ｈ． Ｂ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ｎ）先生，由其做出最后决定。
在本届评选活动中，波士顿的“幼儿读书”（Ｒｅａｃｈ Ｏｕ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ｄ）组织、旧金山的“８２６国民”（８２６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组织和印度孟买的“星球阅读”（Ｐｌａｎｅｔ Ｒｅａｄ）组织分别获得上述三项殊荣。

资料来源：Ｆｉｒｓｔ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ｗａｒｄ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Ｎ／ ＯＬ］． ［２０１３ －１０ －２３］．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ｔｏｄａｙ ／ ｐｒ ／ ２０１３ ／ １３ －１６８． ｈｔｍｌ．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３ －０５ －２４（８） ）

［２９］　 安徽省文化厅 我省启动农村公共图书服务一体化建设试点工作［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ｈ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ｗｈｙｗ ／ ２２９９２ ＳＨＴＭ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ｏ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ｈ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ｗｈｙｗ ／

２２９９２ ＳＨＴＭＬ ）

［３０］　 中国图书馆学会 县级图书馆生存发展启示录［Ｇ］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 － １９６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６： １ －１９６ ）

［３１］　 李国新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县级图书馆的振兴与乡镇图书馆的模式［Ｊ］ 图书馆， ２００５

（６）： １ －５ （Ｌｉ Ｇｕｏｘ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５（６）： １ －５ ）

［３２］　 名词解释：省直管县［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ｈｕｉｇｕ ／ ２００７ｙｓｂｇ ／ ｍｃｊｓ ／ ２００８０５ ／

ｔ２００８０５１９＿２５６７３ ｈｔｍｌ （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４ －０２］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ｈｕｉｇｕ ／ ２００７ｙｓｂｇ ／ ｍｃｊｓ ／ ２００８０５ ／ ｔ２００８０５１９＿２５６７３ ｈｔｍｌ ）

［３３］　 金武刚 试论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特点和挑战［Ｊ］ 上海文化， ２０１３（６）： ３１ － ４０ （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Ａ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３

（６）： ３１ －４０ ）

金武刚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职博士生。
通讯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５００ 号。 邮编：２０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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