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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中图书馆总分馆发展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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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河北省委十八届十二次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号召。美丽乡村建设

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图书馆能够起到助力当地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消除城

乡数字鸿沟、保存地域文化遗产的作用。而目前河北省总分馆的发展及各类乡村阅服务机构的兴

起为乡村图书馆纳入总分馆体系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从坚持政府主导、吸引民间公益力量、建

立紧密型总分馆、选择合适的总馆、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五个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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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图书馆在乡村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上升到

一定阶段的标志之一，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也应当有

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情况、地域文化相匹配，

相适应的图书馆体系，这是美丽乡村的有机组成部

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助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配套 

建立完备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直是河北

省重要的惠民政策，在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实施意见》，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

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
。

而公共图书馆总是建设在城市地区，广大农村地区

或边远山区则与公共图书馆相距遥远，难以获得便

利、有效的服务。乡村缺乏了基本的图书馆服务，

会使体系建设打上折扣，对于河北这样一个农业大

省来说更是如此。 

从这一点来看，乡村图书馆不是太多了，而是

太少了，而且农家书屋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说明，这

一级图书馆应当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引入社会公

益资本的参与，即要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化，又要有

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注意吸引民间热情的

阅读推广力量，才能切实填补体系的空白。 

（二）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又称数字不平等，是指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组织、社群及个人在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ICT) 

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活动中

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
[2]
。在信息化社会中，这种

差距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优势人群能够更及时的获

取有用咨询，更早的决策并付诸行动，也就有更多

的机会和更快的速度达成既定的目标。 

根据河北省互联网协会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河北省网民规模达 3603万人，其中，农村网民

占比 32.3%，规模达 1164 万人，较 2013 年底增加

12 万人
[3]
。而同期河北省乡村人口数为 3741.35 万

人。也就是说有 2577.35 万的乡村居民没有条件应

用数字接入技术。目前河北省在进行着新城镇一体

化建设，乡村人口将逐步减少，但是缺乏数字化信

息利用意识和技能，会使许多村民不能有效整合资

源，不能自我培养职业适应能力，不能适应现代人

际交往方式，那么人的城镇化早日实现就会走更多

的弯路。同时，对于身处乡村的居民来说，使他们

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水平的数字化阅读接入服

务，也是公共图书馆的应有职能。 

（三）有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 

从法律层面看，201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根据各自业务

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

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
[4]
。 

从功能来看，从古至今，图书馆一直都是在保

存各种史料和书籍，文献资源是图书馆赖以生存的

基础，文献资源的质与量也直接决定了一所图书馆

的价值。程焕文先生为保存一切有字的纸片奔走，

这是真正的图书馆精神。那么在分类保存、宣传地

域特色文献的同时，也就使地域文化得到了传承。 

二、总分馆的优势及其在河北省的发展现状 

（一）优势 

关于总分馆的优点，陆晓曦认为：总分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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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统一管理及共建共享方面具有较大优越性，

在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背景

下，成为了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界极为关注的一

种服务体系，其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较为丰富[5]。长

沙图书馆的实践效果是：通过总分馆资源整合共享，

各区县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明显提升，图书外借总量

增长 1.8 倍，办证量增长 3.22 倍，网站访问量增

长 4.2倍
[6]
。 

（二）发展概况 

在河北省，据石家庄市图书馆董英明老师介绍，

该馆自 2015年起开始建县级分馆，仅仅一年时间，

就与此同新华区、矿区、灵寿、井陉、新乐、元氏、

无极等 15个区县馆建立了总分馆合作关系。市馆为

每所分馆免费配送至少 1—2万册图书，免费办理借

阅证 2000个，免费培训管理人员，图书统借统还，

还提供自动化管理系统。 

河北省总分馆主要是市县分馆，下探到乡村一

级的相对较少。 

三、河北省乡村阅读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根据前期研究，在乡村这一级，能够起到阅读

功能的机构，河北省有农家书屋、村级文化活动中

心，还有来自企业或个人举办的民间图书馆。 

（一）农家书屋 

河北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启动于 2006年，完成

于 2012年 6月，即在所有有条件的行政村实现了至

少每村一书屋，共建成 49408 个，按照统一的建设

标准计算，共投入实用图书 4 千 9 百万余册，报刊

148 万余册。在运行效果上，好的一面是书屋成为文

化建设的突破口，农技教育基地，休闲阅读场所，

比如石家庄弈城区王家屯村的书屋。在另一方面，

部分书屋文献资源脱离实际情况，同书同质化严重、

成为滞销图书推销渠道、检查时临时找读者等现象

也确实存在。 

因此，农家书屋建成后如何在本地扎根，文献

得到及时补充，阅读体验获得读者认可，真正为村

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帮助是更需要关注的。 

（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其服务项目重点围绕文体演

出、读书看报、广播电视、电脑放映等 7 项，集中

反映了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目标。根

据《河北省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

实施方案》的规划，至 2020 年，70%以的行政村要

建设有该中心。并在 2016年度，要在 45个国家级贫

困县的 450个村要建成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5]
。 

（三）民间图书馆 

根据“文化火种寻找之旅”
[7]
网站统计，目前河

北省共有村民个人兴办的图书室 23个，石家庄市最

多，为 6个，馆藏图书从 2万册到 5000册不等，馆

舍面积平均 100 平方米左右。著名的农家女公益书

社得到了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仅正定县就有 154个，

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至 2015 年 5月，由宗教

人士发起的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在河北省武强、

怀来、崇礼等地建成 6 所图书馆；中国教育基金会

（公益组织）在张北、唐县、鹿泉建设了 5 所图书

馆；爱心人士窦立国及其团队在承德的滦平县、岗

子乡等地建立图书馆 11所。 

相信随着社会公益意识的不断增强，这类由基

金会支持乡村图书馆数量将不断增加，将成为美丽

乡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河北省乡村图书馆的发

展为总分馆建设下探到村一级奠定了基础。 

四、河北省乡村图书馆总分馆发展策略 

（一）将各类乡村图书馆纳入总分馆体系 

在乡村一级，应当将各类形式的阅读服务机构

都纳入总分馆建设体系，充分吸纳民间办馆智慧，

吸引热爱公益事业的村民参与进来，按照标准对馆

舍进行必要改建，具体办馆思路可以多种多样，但

管理规范、借阅系统、安全及卫生应当统一起起来。 

（二）总分馆机制实现需要政府主导 

关于总分馆制度的建立，首先就是要贯彻政府

主导。“嘉兴模式”得以形成，除了宏观背景之外，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主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任

何理念与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就不可能实

现
[8]
。不仅是嘉兴模式，即使是如上海中心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一证通、石家庄市馆对 11个县馆的援助

工程这类联盟性质的松散的总分馆模式，如果没有

上级部门在政策导向、经费等各种形式的支持也是

难以兴办和长期发展的。因此，哪种模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政府应当给予有效支持。 

那么在建设总分馆机构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先

通过制度将管理架构、决策议事办法、经费承担比

例、总馆设置这些大框架确立起来，能够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三）因地制宜选择总馆 

根据《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

区规划》，到 2020年，建成 1000个中心村（由 5000

个村合并成）。具有市场中心、服务中心地位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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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大量出现会使现有的乡村图书馆建设格局发生

较大变革。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心村作为新的区域总

馆，整合服务区域内所有农家书屋、村民文化中心

中的图书馆、民间图书馆，将服务区域内所有的具

有阅读服务功能的机构纳入为支持建设的对象，即

在管理、资金、文献、人员等方面给予支持，提高

服务本地的能力，又能把握办馆走向，可以避免立人

图书馆由于办馆方向错误而被全部关闭的事件重演。 

（四）将建设紧密型总分馆作为发展目标 

按照人财物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将我国各地

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分为三种模式：联盟性质

的总分馆、准总分馆模式和纯粹的总分馆模式
[9]
。按

照定义，石家庄、张家口市馆的总分馆为联盟性质，

沧州市馆与晓岚分馆实现通借通还，这表明在业务

上两馆已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可视为准总

分馆。目前尚未见到河北省有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

模式的总分馆体系，但很显然，更集中的资源、更

为健全的管理体制、更严格的服务质量控制使得这种

模式可以走的更远，更有利于在乡村基层开展工作。 

（五）管理人员素质尤为重要  

在总分馆的合作中，一般包括总馆对分馆人员

的培训。当合作下探到乡村一级，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之一就是人员的职业化。管理人员提高素质不仅

是要掌握适合的分类法，更要常怀公益之心，有为

村民服务的热情，对本地文化特色也要有所了解。

当管理人员真正以馆为事业的寄托，以馆为家时，

就可以将图书馆工作做好。笔者在调查中，结识了

沧州市南皮县尹家屯村农家书屋管理员程亚林，在

2011 年，他主动向村里申请将农家书屋开在自己家

里，自费购买部分图书、书架，向社会发出捐赠信；

建立起农技术科普群，积极向村民普及种植知识，

是关心村事务的热心人。如果乡村图书室的管理员

都由这样的人来担任，乡村文化建设的红火也是可

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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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library branch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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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Province in the Twel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ong 

economic province and beautiful Hebei.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the library can help improve the loc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liminate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division, and preserve the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 library 

branch in Hebei Province and the rise of all kinds of rural reading service institution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ural libraries included into the general library branch system. Therefore, efforts can be made from five 

perspectives, such as insisting on government-led, attracting non-governmental public power, establishing close 

sub-museum, selecting proper general hall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anagers.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grass-roots library; general branch buil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