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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基层群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农村，已经成为新的时代任务。本文从福建省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现

状入手，梳理归纳当前的建设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就“文化一点通”项目如何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数字资源

传播与服务进行详细说明，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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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党中央关注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要

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

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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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我国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 福建省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根据 2016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止 2016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01 亿，占比 27.4%，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进入

了数字化时代。近年来移动阅读、云计算、大数据、全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出现，网民手机上网比例在高基

数基础上进一步攀升至 95.1%，更是给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

1.1 建设成效

近年来，文化部组织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数字

文化惠民工程，多方参与、共同发力的工作机制，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带来了显著的成效。在设施网

络方面，“国家中心——省级分中心——基层支中心”三级网络构架的组建，实现了全省农村与 1 个省级

分中心、94 个支中心的互联互通；在资源建设方面，国家中心下发了大众生活、少儿科普等多学科多层次

的知识库光盘到农村；在服务推广方面，文化部通过“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卫星直播”“农家书屋”

试点建设、“中国文化网络电视”等项目，为农村基层送去海量数字文化资源，让农村群众也能享受到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公共文化空中大课堂”、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学习港”、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网络书香讲坛”等一系列培训课程，有效地提高了农村数字文化人才队伍的业务水平。

1.2 存在的问题

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组织实施，为我省农村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带来了较大的发展，但是，

这些工程目前的服务方式还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地区日益提高的公共数字文化需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2.1 基础服务设施不足。基础服务设施是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但是目前农村地区仍存在人均

图书馆（室）、文化站（室）不足，场馆内互联网不通、带宽不足、计算机老旧甚至设施闲置等问题。这

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进。

1.2.2 优质资源不足，服务缺乏精准性、便捷性、互动性。文化惠民工程提供给农村地区的数字文化资源

不少，但由于基础服务设施不足等原因，仍存在优质资源数量不多、获取困难的问题。

1.2.3 服务技术手段单一。目前，农村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依然是“你播我看”、坐在公共电子阅览



室的电脑前利用数字文化资源的模式，还未应用到移动阅读、无线网络、触摸屏、全媒体等新技术。

1.2.4 文化服务的时间与空间局限性大。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仍然是围绕基层文化站来开展，上班

时间以外或者离开文化站点，都无法享受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1.2.5 管理落后，人员不足。目前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缺少科学的管理、评估和统计手段，缺

少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常常一个站点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负责数字文化服务的所有工作，有的还是兼职人员。

2 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的建设

为了探索解决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数字资源传播与服务上“最后一公里”问题，福建省图书馆研发了“文

化一点通”系统，利用先进的数字资源管理和推送技术，通过实现不同格式、不同媒体（如音频、视频、

文字、图像）内容资源的标准化转换、统一管理和地域性资源开发、互动式内容服务、面向终端的推送服

务等功能，满足农村在基础设施不足、资源服务落后等情况下的数字文化服务需求。

该应用系统由综合服务平台和应用终端（公共文化机）两部分组成。服务平台内嵌信息发布、信息查

询、文化加油、数字阅读、资讯服务等五大子系统，平台管理具有数据采集、内容审核发布、资源推送等

功能。通过公共文化机向用户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数字阅读体验、文化加油、文献信息共享和增值、

数字业务查询受理及便民信息等服务。

2.1 组织丰富文化资源

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常常是种类繁多、分布凌乱、质量参差不齐，“文化一点通”终端服务机

精选优质热门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以多栏目的形式，规范化集中整合展示，设置了图书、期刊、报纸、

视频、文化记忆等资源栏目，实现不同资源类型的标准化转换和优质数字资源的高度整合，达到向基层农

村群众宣传展示优质数字资源，保障优质数字文化服务的目的。其中，除了热门图书、期刊、主流报纸的

推介与下载，视频栏目展示了福建省图书馆自主建设的福建地方特色资源、“东南周末讲坛”及文化共享

工程的大众美育、农业技术、科学探索等视频资源。文化记忆栏目以形象生动的民俗图文，向农村公众展

示了福建文化记忆的巨大魅力，使农村群众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民俗。

精选的数字文化资源精准地满足了基层农村民众对优质文化资源、实用农业技术、本土文化民俗的需

求，提高了农村民众的文化素养，推动了福建省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和谐。

2.2 创新技术服务手段

“文化一点通”系统采用智能搜索引擎技术，根据用户提出的搜索请求，不仅可以完成对站内相关资

源目录描述信息的检索，还可以完成对资源内容的获取，进而通过信息整理和信息展示提供服务。社会公

众利用“文化一点通”一站式文化搜索引擎功能，实现对站内热门电子图书、期刊和报纸等优质文化资源

的个性化检索需求。

CDN 内容分发技术，是通过智能化策略，将中心的内容分发到最接近用户、服务能力最好的网络“边

缘”的缓存过程，使用户可以就近获取所需的内容，缓解和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塞状况，大大提升用户

访问网站速度，改善服务质量。“文化一点通”系统采用 CDN 内容分发技术，让读者在申请图文、流媒体

访问时，能得到最快捷的响应。

“文化一点通”终端机具备 WIFI 发射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局域网无线网络服务，使周围的读者

可以通过手机、PAD 等移动终端设备，24 小时高速、免费获取“文化一点通”的优质文化资源，摆脱互联

网限制，解决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时间、地点等局限性问题。经测试，在网络带宽 50M 的环境下，

服务终端机及其 WIFI 覆盖范围内的移动终端设备观看视频资源可以达到“秒开秒看”的效果。

“文化一点通”系统通过触屏服务终端机向基层群众提供部分核心资源的单机服务，并在互联网畅通

时，提供更多资源的在线阅读服务。同时还开发了适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 APP 应用，



系统可自动甄别不同终端设备类型，并针对不同终端类型，进行资源内容呈现的自适应匹配。广大基层群

众不仅可以在基层服务阵地享受触屏终端机的资源展示阅览服务，还可以下载“文化一点通”APP，构建

自己的微书房，随时随地利用移动设备享受“文化一点通”提供的精品文化资源，实现“时时可学，处处

可看”，有效拓展公共数字文化的传播空间，提高公共数字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二维码技术已经在众多生活与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文化一点通”系统也利用二维码技术进行“文

化加油”，创新文化快拍功能，读者可使用智能移动终端扫描各类图书、期刊、视频、文化动态，即拍即

读，及时了解文化资讯，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感受优秀文化作品的魅力。

新时代发展下，农村地区群众有强烈的对公共文化资源的需求，同样也有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资讯的强

烈愿望。为此，“文化一点通”引入“文化快递”概念，通过设置“文化动态”“文化地图”等栏目将公共

文化服务快递到基层群众中去。“文化动态”宣传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采集国家数字文化网、

福建省文化厅以及各个文化机构的最新文化服务资讯；“文化地图”通过 GPS 定位系统，以三维地图形式

展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演出场所等文化场馆的信息，可以方便读者找到感兴趣的文化场所。

2.3 个性定制内容服务

除了统一设置的多栏目资源内容展示，“文化一点通”系统还为各服务站点提供栏目个性化定制服务，

各站点可根据本地需求，定制个性化栏目，同时按要求上传相应的文化资源，经审核后可独立展示在本地

服务阵地，满足农村群众的个性化文化需求。

3 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的应用与总结

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服务机经过前期多次的试验展示后，已经在多个基层点投入使用，接受

基层群众的检验。其中，在三明地区各个基层点投入 60 台服务终端机，助力三明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示范区建设；与“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相结合，在平潭海岛、泉州边防等数字文化资源服务比较薄弱

的偏远地区投入 15 台服务终端机，并对当地管理专员进行系统管理运营方面的培训；在行政服务中心、

社区街道等基层公众场所部署 18 台服务终端机，拓展公共文化服务阵地；连续两年成为春节文化下乡服

务项目、进入省“两会”服务现场及全民阅读活动现场，为不同类型的读者展示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服务的

新实践。

经过两年来在各个基层点的推广应用，“文化一点通”收到了良好的使用反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

村基层文化服务场馆不足、人员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丰富了文化资源服务，提高了文化资源的易

获性以及文化资源服务的便捷性和针对性，解决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时空局限性，改善了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但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系统稳定性有待提高；电子图书、期刊的全文

阅读自适应体验有待改善；软件对低版本终端兼容性差；系统后台暂无服务统计功能；要设置服务专员，

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与资源更新；适当增加残障人士相应的服务内容，保障服务对象均等化；拓宽渠道，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探索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村公

共文化数字资源传输与服务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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