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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途径探析
翟红宇

(邯郸市图书馆，河北邯郸056002)

[摘要]农民工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特有产物，是我国特殊的社会群体。公共图书馆是传播先进文

化的社会公益性文化机构。长期以来，公共图书馆在为农民工服务中存在着思想意识欠缺、服务

模式陈旧、服务项目不全面等问题。为了提高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质量，必须探究提高图

书馆服务质量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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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默默奉献的农民工，理应享受城市的公

共文化设施。然而，目前农民工难以较好地利用图

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

改善这一现象也应当多管齐下。

一、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意识欠缺

思想意识欠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和农民工两个

方面。首先，图书馆没能够进行有效地宣传，部分

馆员没有形成为农民工服务的意识。据相关调查表

明，农民工使用公共图书馆的意识非常淡薄，不清

楚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质，不了解图书馆的作用，

认识不到自身享有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权利。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共图书馆对自身的作

用与地位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能够让农民工群体

科学认识到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与价值。近年来，虽

然部分公共图书馆加大了宣传力度，相继开展了一

些社会活动，并没有取得关键性转变。由于大多数

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到图书馆只是出于一种消遣，

或是一种好奇，没有明确的利用图书馆资源的目的，

欠缺公共图书馆的一些基本常识，难以和图书管理

员进行顺畅的沟通；部分图书管理员没有为农民工

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意识，甚至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心

理，在工作中表现为爱搭不理、态度冷漠，从而导

致农民工难以长期有效地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其

次，农民工经济水平与自卑心理。大部分农民工进

入城市是为了解决生活保障、改善生活水平，将绝

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体力工作当中，劳动强度较大、

收入较低、闲暇时间非常少，难以产生进公共图书

管学习的需求。部分农民工时常会觉得自己是外乡

人，不被城市所接纳，存在着一定的自卑心理，担

心被拒之f-JJ'l-，而不愿进入公共图书馆。

(二)服务模式陈旧

目前，大部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依然过于

传统、陈旧，一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规章制度阻碍

了农民工进入公共图书馆享受文化服务。例如，借

书周期过短，一般公共图书馆的借书周期是半个月，

这样的时间期限是针对城市居民设定的，然而，农

民工大多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城郊地区，半个

月的时间期限显得过于短暂。坐等读者上门的公共

图书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封闭性，不利于公共

图书馆更好地为农民工服务。虽然，近年来部分公

共图书馆开展了送书上门、代借还书、预约借书、

流动书车以及集体外借等活动，但是由于主客观条

件的制约，这种服务仅仅是走个形式、流于表面。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图书馆的开关时间和农民工的

闲暇时间不匹配，也制约了农民工有效地利用公共

图书馆资源。目前，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等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有着较长的开放时间外，大

部分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按照事业单位、机关的八小

时工作制开馆、闭馆，这对于居住于城郊地区、起

早贪黑工作的农民工而言是非常不方便的。此外，

公共图书馆的部分有偿服务也阻碍了其为农民工提

供更为有效的服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资普遍不

高，生存压力相对较大，公共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只

会让农民工望而却步。

(三)服务项目不全面

通常，公共图书馆在培训方面举办的都是法律、

外语、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或技术性较强的培训。例
如，北京西城区图书馆和法国沛丰协会、微软有限

公司、西城团区委合作开展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

主要提供心理、法律等知识讲授以及计算机技术培
训。这种过于专业性的活动，难以吸引知识水平不

高的农民工的关注。农民工需要的是有针对性的基

础性讲座，而不是过于专业化、过于高雅、追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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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尖的讲座。目前，鲜有公共图书馆举办以提高农

民工劳动技能、提升农民工文化素养为核心的培训
教育活动。此外，公共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缺乏

与其他机构的有效合作。虽然部分公共图书馆和社

会一些机构进行了部分合作，但是合作缺乏深度与

持久性，公共图书馆在合作中没有能够确立主导地
位。并且，这种缺乏持续性与长久性的合作没有将

为农民工服务纳入到计划之中。

二、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措施

(一)转变服务观念

公共图书馆要从根本上提高为农民工服务的水

平，就应当转变传统的服务观念，深刻认识到服务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公共图书馆工

作人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的认识。首先，为农民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是公共

图书馆的分内工作。公共图书馆是为所有公民服务

的社会机构，为一切读者服务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

原则。公共图书馆应当无视读者的性别、年龄、语

言、宗教、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平等地对待所用
的读者。农民工尽管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方面处

于弱视，但是作为国家公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

样享有利用公共图书馆各种资源的权利。与此同时，

公共图书馆具有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义务。其

次，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人的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我国大约有2亿

的农民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和谐社会构

建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因为社会再分配、传

统体制等原因，社会容易忽视农民工的权益。公共

图书馆是～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其宗旨是提供丰富
的资源和服务以满足社会团体或个人在发展、信息、

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公共图书馆在和谐社会的

构建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播责任，应当为

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关注，帮助农民工获取信息

资源，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修养，促进社会和谐。

(二)针对性服务

农民工群体同城市居民一样拥有利用公共图书
馆资源的权利，鉴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公共图

书馆应当从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服务。首先，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富有针对性

的服务内容。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应当和农民工
的需求相符合。公共图书馆应当以读者为中心，仔

细了解农民工的各种信息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服

务。当代农民工对法律法规、就业、休闲娱乐等信

息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所以，公共图书馆在采集

信息资源的时候，应当注意满足农民工的这些需求，

使服务内容能够与社会发展相符。近年来，随着产

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

高新技术产业转化，传统的体力劳动需求锐减，而

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需求迅猛增长。公共图书馆
应当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劳动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信

息，增强农民工的学习意识，促进农民工掌握劳动

技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次，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方式也应当具有针对性。公共图书馆在为农民

工提供服务时，应当注意服务地点的选取，服务类
型的选用和服务费用的确定等方面的内容。例如，

在服务地点选取上，可以采用设立分馆、流动书车

等途径，解决农民工进入图书馆不便的问题。

(三)加强宣传与推广

虽然现代公共图书馆发展较为快速，但是大部

分农民工仍然不了解图书馆的作用与价值，部分农

民工甚至不知道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位置。因此，公

共图书馆应当加强宣传与推广，促进农民工认识、

了解图书馆，进而有效地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各种资

源。在具体工作中，公共图书馆可以采用以下宣传

方式：印制图书馆宣传手册，宣传手册的内容应包

括公共图书馆的服务项目、馆藏资源、阅读价值、

交通路线等，可以在车站、职业介绍机构等地免费

散发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举办展览，在农民工聚

居区或图书馆，举办临时性展览，或设立宣传橱窗，

展示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内容；大众媒体宣传，充分

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农民工接触较多的信

息渠道，增加公共图书馆的曝光率，提高农民工群

体对公共图书馆的关注度；和农民工直接沟通交流，

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在经过宣传之后，应当进行

有效地推广工作，将潜在的农民工读者转变为现实

的农民工读者，激发农民工的阅读需求。在具体工

作中，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推广活动：在农民工

群体中组建读书小组，充分发挥已经是公共图书馆

读者的带头作用；组织社区活动，通过开办社区讲

座、举行文艺演出，吸引农民工的主动参与，促进

农民工利用图书馆资源意识的形成，从而将其发展

为公共图书馆的真正读者。

(四)加强和其他单位的合作

公共图书馆在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常

常会遇到财力、物力、人力等问题，这就要求公共

图书馆加强与其他单位的合作，共同为农民工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首先，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与工会、

劳动主管部门的合作。公共图书馆在为农民工服务

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因

为受图书馆工作人员知识的限制和问题本身的制

约，图书馆在服务中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公共图书馆就应和工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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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邀请相关人员培训图书馆

工作人员，促进其了解涉及农民工的基本常识。其

次，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与用工单位的合作。公共

图书馆为农民工提供上门服务，须要用工单位的积

极配合与支持，可以采取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源，用

工单位提供工作人员和场地的形式，确保为农民工

提供稳定、长期的服务。再次，加强与其他文化机

构的合作。公共图书馆可以借助艺术团、文化馆等

文化机构的力量，开展一些宣传、推广活动，促进

农民工有效地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农民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是公共

图书馆的分内工作，公共图书馆应当针对长期存在

的问题，转变服务观念，加强宣传与推广，加强和

其他单位的合作，从而提升为农民工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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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sant workers are unique results of urban—rural dual system and one special social group in China．

111e public library is a public benefit cultural institution of spreading advanced culture．In the long course of

serving peasant workers，many problems have existed，such as lack of ideology,staleness of serving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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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based management，which iS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management．is the core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the universal princirIl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anagement，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all WOrk must follow in the new era．Archival work，as historical records，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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