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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助力农村文化建设策略探索 

——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博，安玉洁，李朝霞 

（河北工程大学 图书馆，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利用自身文献信息资源优势和人才技术优势，通过共建“农家

书屋”，提供图书、期刊阅览服务，提供视频资源服务，开通数字咨询和远程教育服务，促成文艺

下乡服务等有效策略开展文化服务，助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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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 12月 31日教育部印发《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指出高校图书馆必须

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为社会服务。2015 年

起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依托自身优势，走出校园，

下到基层，主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为农民提供喜

闻乐见的期刊、图书以及文艺节目，推广法律法规、

农业科技、人文社科等知识，陶冶精神情操，丰富

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将优质文化资源延伸到农村基

层，让更多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一、共建“紫山书屋”，打造文化服务平台 

为方便农民获取文化资源，协助帮扶村建立文

化服务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服

务，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在县、乡、

镇政府的支持下与村委会联合建设农家书屋。 

为此，2015 年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开启“紫山

书屋”建设项目，该项目意在立足邯郸、面向全省

农村贫困地区，组织援建农村文化书屋。项目采取

馆村共建的形式实施，双方在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协

议，明确责任分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依托自身

优势并寻求社会捐助，负责提供书屋所需资源，包

括电脑、书架、图书、期刊和电子资源；援建村庄

负责提供场地、阅览桌椅等设施，安排人员负责日

常管理。书屋仿照农家书屋命名习惯，结合邯郸地

方名胜——紫山，统一命名为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

“紫山书屋”。依托“紫山书屋”这个平台，我馆在

图书资料管理上开展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一）充实纸质书刊，提供文献保障 

我们研究发现，老人和孩子经常光顾农家书屋，

纸质资源的阅读需求十分强烈，为此我馆从往年下

架的期刊中，精选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农业科技

等方面的期刊流转的到“紫山书屋”，成为其纸质文

献的主要来源。此类期刊时效性弱、趣味性强很受村

民的欢迎。除纸质期刊外，我馆还想方设法为“紫山

书屋”的小读者募集纸质图书。在我馆倡议下，河北

工程大学附属学校与邯钢生活区的居民捐赠幼儿园

或小学用书 2000 余册。我们还申请了“蔚蓝基金”

的资助，协助“紫山书屋”筹集新书。据统计，我馆

自2015年至今已向各“紫山书屋”捐赠图书期刊17170

册。我馆还组织人员定期对这些资源进行更新。 

（二）开展业务指导，培训管理人员 

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除了定期向“紫山书屋”充

实文献资料，还指派业务骨干对“紫山书屋”管理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网上指导，指导管理人员学会使用

简易的图书分类法，具备基本的图书管理知识；培训

管理人员掌握的图书期刊分类、排架、编目、检索等

最基本服务能力；培训管理人员使用图书管理软件对

资源进行登记和借还管理；对书屋管理员进行基本的

信息素养培训，帮助他们具备快速检索农业信息的能

力；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三）援助部分硬件设备，改善书屋环境 

在建设“紫山书屋”的过程中，我馆了解到部

分农家书屋的建设经费紧张，经过多方联系，部分

企事业单位同意无偿捐赠电脑、音响、投影仪、书

刊架、阅览桌椅等一批硬件设施。同时，我馆对“紫

山书屋”环境提出建设性意见，统一制作标牌，建

设标准化书屋，为读者提供怡人舒适的读书氛围。 

2015年 6月至 2018年底，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

先后在平山县桑林口村、神堂关村、石榴沟村、营

里村、西下庄村，涉县赤岸村、青塔村，磁县西郝

村、馆陶蔡范庄村等地组建了 17 个“紫山书屋”。

我馆在书屋选址时，尽量将书屋建在村庄密集的区

域，期望书屋能有更有效的覆盖范围。如邯郸市大

名县束馆镇唐村“紫山书屋”，其服务范围覆盖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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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及周边 1-2 公里之内的刘村、魏村、杏园村共 4

个村庄，服务人口合计达 5000人。总之，经过 4年

的不懈努力，“紫山书屋”得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和

村民的普遍认可，逐渐树立起一个文化扶贫的品牌。 

二、加强服务的数字化程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高校图书馆应不断创新文化扶贫思路，运用“互

联网+”思维，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加强农家书屋的

数字化建设，通过协助农家书屋建立多媒体播放平

台，开通远程教育账号等服务，更好地为新农村建

设提供数字化信息服务。 

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为了规范农家书屋的业务

管理，切实提升农家书屋的服务效能，组织技术研发

力量，专门为“紫山书屋”定制开发了相关系统软件，

并提供数据库远程服务账号，用于加强服务的数字化

程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弥补书屋文献资源上的不

足，协助农家书屋建立完善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一）提供视频资源服务 

我馆通过开放获取或数据商捐赠等途径，获得

了包括农业科技、人文历史、法律讲堂、健康养生、

电视纪录片等内容的视频资料。为方便农民使用，

我馆自主开发了视频资源管理系统，系统为单机版，

不受网络限制，界面良好，不用接受培训便可熟练

使用，而且视频内容非常实用，其中包含农业科技

类视频 375个，人文社科类视频 2387个，法律法规

类视频 498 个，医疗保健类视频 775 个，电视纪录

片视频 128个，共计视频 4145个 156G，覆盖了农村

生活的方方面面，且不断积累更新。 

（二）开通远程教育、咨询服务 

为满足村民的终身学习需求，我馆从购买的数

据库中精选了部分远程教育数据库，为帮扶村申请

远程服务账号，开通远程教育服务。为更好得提供

信息咨询服务，我馆为帮扶村申请了 CNKI、读秀等

数据库的服务账号，使他们能查阅最新科技资源，

并指定专人负责帮扶村的信息咨询服务工作，我们

的工作人员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可实时提供在线咨

询服务，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三、促成文艺和人才下乡，烹调适合农民口味

的文化大餐 

在党中央倡议文化惠民的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应

积极转变观念、创新服务内容，开展文艺巡演、传统

文化体验、健康体检、科技下乡等活动，烹调适合农

民口味的文化大餐，为农村文化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 

（一）促成文艺下乡 

我馆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为契机，以村民需求

为导向，整合京、津、冀三地文艺资源，与邯郸市

文联等文化单位签订协议，制定详细方案，结合群

众需求和艺术家的意向，邀请艺术家下乡，为村民

献上优秀文艺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人

们的文化品味。 

（二）促成人才下乡 

我馆发挥我校理、工、农、医、文、法、经、

管等多学科并行发展的优势，牵线搭桥协助生命科

学学院、医学院、文法学院等学院发挥人才资源优

势，学以致用，为群众提供农业科技、健康养生、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现场咨询服务，提升农民朋友的

获得感，共建和谐社会。 

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四年多

的实践证明，在共建农家书屋的基础上，发挥高校图

书馆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利用高校在资源、技术、

人才和信息方面的优势，运用“互联网+”思维，形

成的“农家书屋+资源共享+文化下乡”三位一体农村

文化帮扶策略行之有效，且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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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supporting rural cultural 
i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ibrarym of He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WANG Bo, AN Yu-jie, LI Zhao-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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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rural masses and promote the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take advantage of it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ts talent and technical strength to co-construct “farm bookstore”. This paper proposes many 
strategies 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books, journals and video resource to the farm bookstore, opening the digital 
consulting service and long-distance education service, and promoting literature and art servi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us 
support rur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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