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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 
韩超 

（河北工程大学 图书馆，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文章用实例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图书馆利用率低的成因，从阅读推广的角度就培育流动

人口社会组织，为流动人口定制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建立图书馆社区流动站等方面阐释了图书馆

的各项推广服务。通过专注于流动人口的阅读推广活动，极大地促进流动人口对图书馆的利用率，

从实践意义上丰富和推动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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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流动

人口。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

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

人员
[1]
。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

要的支撑作用，其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也是社会稳定

的重要合成因素。流动人口由于受户籍限制、自身

文化程度、子女就学门坎、身份歧视等因素，导致

其社会地位地下，享有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受限，这

又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城市的障

碍，成为了和谐社会的一大隐患。 

一、流动人口对图书馆利用率偏低 

有研究数据显示，在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中，

只有 10%的人经常去图书馆
[2]
。 

流动人口一般分布在建筑工地、商业、服务业、

工厂等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行业之中，结束

一天的劳作之后，更多的是想好好休息一下，以储

备精力应付次日的谋生之路。至于到图书馆汲取知

识，获纳新鲜的血液反倒成了对生活的一种奢望。 

为了节省房租等消费，流动人口一般租住在远

离城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交通相对不便。而我们

目前现阶段的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资源的覆盖面还达

不到如此宽泛的范围，这给流动人口利用图书馆造

成了现实上的障碍。 

阅读推广是一种新型的、介入式的图书馆服务，

其目标人群是全体公民，重点是特殊人群，活动化、

碎片化是主要特征，其主要目的是使不爱阅读的人

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

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3]
。近年来，图书馆虽然也做

了些阅读推广活动，但推广的目标人群很少触及到

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使得流动人口对于图书馆的概念

模糊化，认为壁垒很高、鸿沟很深不可跨越，对图书

馆望而却步，更别提主动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了。 

二、针对流动人口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对策 

（一）培育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创新区域公共文化

服务 

流动人口社会组织是流动人口在政府职能部门

的指导下自发建立的,成员加入以自愿为原则,能够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功能,并能

更好地保障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新型组织形式。流动

人口社会组织由于其自发性和非正式性，使得这一

社会组织更接近基层，深入群众内部，深层次的了

解民众的诉求和反应。 

在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些稀疏的非正式组织，

比如“老乡会”、“维权会”、“同乡会”等，这些

组织是流动人口倾诉心声、交流信息、缓解压力的

重要管道，但是由于这些组织是非正式的自由组织，

可利用的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有限，因此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不足。当遇到劳资纠纷等敏感问题时甚

至会采取游行、示威、罢工、围堵公路或国家机关

等极端行为。把这一组织加以整合和规范，使其成

为一个规范的协会，有行为准则，有组织领导。图

书馆推出的针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服务可以通过这一

协会形成有效信息流传递出去。一方面提高了信息

传播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使流动人口对

图书馆信息的信息资源产生信任和依赖，养成利用

图书馆的习惯，以达到阅读推广的终极目标。 

（二）为流动人口定制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1.取消流动人口进入图书馆的门坎 

取消图书馆进馆办证户籍本地化制度，打破户

籍限制，只要缴纳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办理图书馆的

一卡通证件，区别在于缴纳不同的押金获得的借阅

权限不同，流动人口只要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快速的

办理图书馆借阅证，在遵守图书馆规章制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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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自如地进入到图书馆地各个开放空间，对图

书馆的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合法的利用。 

2.图书馆要提供个性化、精准性高的专门面向

流动人口的信息服务。 

重点强化就业方面的服务,助力流动人口稳定

就业，因为就业糊口是流动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也

是终极迫切的第一目的，所以要尽可能的搜集各类

的招工信息，为流动人口提供诸如就业信息、就业

政策、职业规划等免费服务，使流动人口的迫切信

息需求在图书馆能够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3.举办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书展 

利用“世界读书日”和“五一劳动节”等节日

契机，可以适时的推出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活动，比

如举办“外来工开放日”、“外来工读书节”、“外来

工权益讲座”等，还可以与外来工集中的外资或三

资企业合作组织送书上门服务。图书馆举办的书展

每期都有相应的主题，针对流动人口的主题书展可

以说少之又少，为了做好阅读推广，图书馆可以不

定期的举办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广义上的书展，包

括图书、影像、网络资源等等。为流动人口就业和自

主谋业创业提供信息上的开拓和支撑，使流动人口开

拓了视野，增进了见识，为其自己的发展集思广益。 

4.开通流动人口电子阅览室。 

流动人口流入到城镇，基本都是租住在城中村

或者城乡结合部等条件较简陋的地区，计算机上网

条件不具备，从计算机上获取开放的信息资源条件

受限。基于这种现实条件，图书馆应提供给流动人

口电子阅览室，为其提供上网浏览网页和视频的基

本硬件支持，使其可以无壁垒无障碍的充分利用网

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源。 

5.举办交流互动活动 

图书馆举办交流会，与流动人口进行面对面的

直接交流。阅读推广馆员与读者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提供的温馨服务能提升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是精

细化阅读推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交流活动，

可以精准地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图书馆所提供服务的

回馈情况，从而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做出评价

和调整的依据，以达到图书馆和流动人口双赢的目

的，也使图书馆的服务做到有的放矢，避免无效劳

动和资源的浪费。 

（三）建立图书馆社区流动站 

在流动人口居住较集中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等城市边缘小区建立图书馆社区流动站。在我国现

行的体制模式下，有的社区存在有社区图书室，但

社区图书室问题很多，正如李国新教授所言：家底

不清，基础不稳，能力不强。图书室内图书陈旧、

内容多为文艺休闲类，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指导和技

能提升难以提供资源支持。基于此，图书馆应抽调

出力量对社区图书馆的图书、音像等资源进行合理

的配置和定期的调整，使社区图书馆能够“活”起

来，真正意义上被流动人口利用起来，而不是作为

一种形象工程而存在。 

建立流动图书馆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有的放

矢的开展，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和受众群体的多重因

素，制定十五分钟半径原则，即方圆 15分钟路程为

半径进行流动图书馆点位的设置和流动。确定了服

务点位之后就要对周围的流动人口进行精准的摸

排，制定具体的图书配置方案，并根据流动人口的

阅读利用情况适时的调整图书流通的周期，以最大

限度的使图书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也最大化的满足

流动人口的信息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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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or floating population 

HAN Chao 

(Libray,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low utilization ratio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library by 

the example method;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 promotion, it explains the various extension services 

of the library through cultiv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ustomizing the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setting up the library community mobile st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and promoting activiti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library is greatly promoted, and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of the library is enriched and promoted in the practic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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