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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姚 敏 张承凯（东台市图书馆 江苏 224200）

摘 要 为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特别是加强农村地区阅读的普及与

提高，东台市实施了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推进“书香东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文化产

品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进行创新尝试，取得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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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的必要性

1.1 更好地落实国家文化惠民政策的需要

2007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全面启动全国农家

书屋建设工作，农家书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层阵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互联网+”时代到来，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

的阅读习惯正在改变，农家书屋原有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服务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

要求，不少农民群众借阅图书仍然需要到市（县）图书馆，极不方便。让国家的文化惠民政策真正

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全民阅读真正在农村基层广泛开展，有必要实施农家书屋提升工程，加快农家

书屋的数字化建设步伐。

1.2 落后的现状需要实施农家书屋提升工程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布置，东台市 2007 年开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农家书屋从无到有、

迅速发展，到 2010 年底，全市所辖 368 个行政村实现农家书屋村村全覆盖，提前 5 年完成计划。农

家书屋已经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不仅为农村提供了大量适用、实用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群众读书难、看报难的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农家书屋建设在内容配

置方面存在着图书品种均一化、不同载体类型文献配置比例不合理、图书更新速度较慢等问题，已

经极大地阻碍了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情况并非个别，东台市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许多地区普

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为持续发挥农家书屋在促进乡村文明建设中的作用，2015 年起，东台市积

极探索试点实施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推进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资源共享、通借通还建设，

至当年底已建成 50 家数字农家书屋，从而实现市镇村三级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图书资源通借通还，

农家书屋建设实现质的飞跃。按计划到 2017 年底覆盖 50%以上的村（社区），2018 年底实现数字农

家书屋村村全覆盖。与此同时，同步完善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学习的方式，进一步调动

农民群众学习科学知识、享受精神文化的热情，帮助农民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3 数字出版物的迅猛发展为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创造条件

近几年，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数字出版物像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数字出版物踏上网络发展快

车道。数字出版物以其传播快、更新迅速、互动性强等诸多优势，成为年轻一代阅读时的首选。加

上以智能手机为主的便携式阅读终端的普及，使得数字出版迅猛发展，市场占有率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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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农家书屋存在的局限性

现阶段我国的农家书屋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点，主要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意见主导和满足社

会公共文化需求，并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比如农家书屋图书更新）的依据，以此彰显公共

文化服务中政府的主体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群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

在缺乏群众的文化需求表达机制情况下，政府部门或准政府部门自上而下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

出现供需错位，从而难以满足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这显然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

背道而驰。[1]传统农家书屋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传统农家书屋由于资源数量偏少且品种单一，

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文化需求。特别是近几年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后，信息传播速度

加快，旧有的传播模式也面临挑战，导致大部分农家书屋建成后利用率不高，甚至长期无人问津成

为摆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

2.1 书刊针对性不强

农家书屋所配图书系各级专家根据调查分析提出更新目录——《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

录》，但在选书配置上难免会“曲高和寡”，与农村农民真正所需的不相符。前几年推荐的种植技术、

养殖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在面上是有针对性的，但具体到基层就不一定了，因为基层的地

域性差别很大，如在苏中地区推荐林果种植技术书籍就不太适宜，而在沿海地区推荐淡水养殖书籍

针对性也不强。在细分读者方面，现在读者的学历层次与几年前相比有较大的提高，年轻人普遍具

有高中以上学历，他们对书刊的需求与上一代农民是有本质差别的。如此种种，致使农家书屋所提

供书刊内容与实际需求有较大出入，直接影响了农家书屋图书的使用率。

2.2 资料查阅不便利

一方面，农家书屋所配图书大多没有事先进行分类著录和计算机录入管理，直接上架现象十分

普遍，致使图书处于杂乱排列状况，无法有序查找。另一方面，农家书屋也没有条件配置专门设备

和相应软件进行图书管理，也只能处于无序状态。图书的查找基本是记忆加手工，非常不便。

2.3 整体管理水平低

农家书屋位于农村最基层，直接服务于基层农民群众。农家书屋在管理上一般没有专门、专业

的人员，大多是由村组干部代行管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和临时性质，管理质量良莠不齐。只能满

足于不要把图书管丢了，而不是管好、用好农家书屋的图书资料，更谈不上阅读指导与图书推荐了。

3 东台市农家书屋数字化提升工程的主要做法

东台市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依托市图书馆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并充分借鉴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经

验，按照“统一系统、统一编目、统一配置、统一借还、统一管理”5 个统一的原则组织实施。

3.1 资源有效整合

东台市图书馆馆藏图书 28 万册，全市各镇图书室、农家书屋藏书 81.8 万册，分散在近 400 个

基层点里。通过数字化建设提升整合，形成全市 110 万册图书资源库，将其纳入全市统一管理、调

度和使用。这样相当于每个农家书屋的图书由 5000—1 万册扩容至 110 万册，可借阅资源扩大 100

多倍。在不新增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实质性提升每位读者可借阅图书的量和质，且这些资源可在

全市范围内流通。另外，市图书馆超过 6T 的数字文化资源亦可在全市范围共享，广大读者可在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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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里搜索到自己所需的知识信息，从而提高文献资源保障率。

3.2 市镇通借通还

全市图书资源库建立后，加快流通成为关键，东台市创新做法，在市里出台的《关于加强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村农家书屋的规范化建设要求，对农家书屋选

址、建筑面积、藏书管理等进行规范。实践中，首先是对全市图书统一编目，聘请专业公司先期为

50 家试点农家书屋的所有图书进行编目、登记造册，纳入统一管理范畴。为加快流通管理，配置了

专门的流动服务车，将异地借还的图书及时归位，同时根据读者需要进行图书配送，最大限度地满

足读者需求。

3.3 信息化建设

文化资源数字化是基层文化资源共建共享传播最便捷、流通成本最低的方式。各农家书屋按基

层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建设要求，配置计算机、分配端口。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移动阅读研究表明，

移动设备作为其他工具的补充，能够帮助人们发展和提高阅读水平，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到好的书籍，

逐渐培养出对阅读的热爱，同时获得教育上、社会上、经济上的诸多益处。[3]针对互联网技术日益

广泛应用，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阅读方式正在改变，通过传统书报等纸媒

阅读的比例正在快速下降，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移动阅读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东台市图书馆 6T

的海量数据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读者登录东台市图书馆网站，即可下载相关应用和阅读资料，利

用零星时间实现移动阅读。

3.4 配齐管理人员

为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提升，切实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管理，真正做到一屋一

员，专门管理。我们结合村公益性文化管理岗位设置，试点村先行配置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性文化管

理岗位，所需人员从几个途径产生，有由村组干部兼任的，也有聘请退休老教师或具有一定文化水

平、热心文化事业的其他退休人员，还有部分是大学生村官、行政事业单位文化志愿者等。针对管

理人员流动性大及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东台市定期举办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班，邀请专业讲

师讲授图书管理、计算机应用等方面专业知识，使他们能熟练应用所配计算机管理图书、服务读者。

在培训方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新尝试，改变以往“请上来”做法，变为“走下去”，送培训上门，减少

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负担。

3.5 开展阅读活动

根据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0 年我国国民人均阅读图书 4.25 本，2012 年为 4.35 本，2014

年为 4.56 本，人均阅读量有小幅增加，但远远低于以色列的 64 本、俄罗斯的 55 本和美国的 50 本。

[4]
如何培养阅读习惯、提高国民阅读量，进行阅读推广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专家、学者尤其是图

书馆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提高农村人口的阅读率更是一个

重要问题。东台市每年从正月的新春读者茶话会开始，开展送书进社区、进军营、进学校和读书征

文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全社会关注阅读、热爱阅读，走进图书馆、走进农家书屋，发挥图书室、

农家书屋应有的作用。

3.6 创新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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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以来，东台市广泛开展“你读书，我买单”读书活动，创新公共图书馆图书采购

方式，读者直接参与到图书采购活动中来。东台市将新华书店设为图书馆分馆，读者在分馆看到心

仪的图书，即可“下单”。新华书店将读者所选图书在图书馆管理系统著录，读者直接在新华书店完

成借阅，图书馆定期向新华书店付款，完成采购。阅读完毕后，读者可选择在新华书店或图书馆还

书。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图书馆采购图书馆的针对性，满足读者的个性化文化需求。

结语

2015 年以来，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如何实现“适销

对路”，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化的需求？东台市实施农家书屋建设数字化提升工程，进行公共文

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改革”率先实践，根据读者需求，结合发展要求，提升农家书屋建设水平，进

一步优化供给方式，逐步由“菜单式”向“订单式”转变，采取以需定供和统一配供相结合的办法，

提供“适销对路”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广大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农

民的精神家园，发家致富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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