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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研究∗ ∗

储节旺　 刘秉玉

摘　 要　 农家书屋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分析

农家书屋的发展现状，结合农家书屋在实践中的成功案例论证其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

业振兴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农家书屋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从乡村振兴的视角

出发，将农家书屋的长期规划纳入各地乡村振兴战略中，能够增强农家书屋的知识服务能力，创新农家

书屋的经营机制，提供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知识资源。 图 １。 参考文献 ２８。
关键词　 农家书屋　 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ｙ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ｈｕ Ｊｉｅｗａｎｇ　 Ｌｉｕ Ｂｉ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ｖｅｓ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１ ｆｉｇ ２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基础，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举措，文化振兴则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保证和动

力源泉，所以实现乡村振兴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一起抓，坚持既要塑形也要铸魂［１］ 。 作为

乡村重要的文化机构，农家书屋是乡村文化振兴

的中坚力量，更多地承担智力开发重任，充当乡

村文化集散中心，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转型、提
高乡村居民综合素质、传承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家书屋从试点到

大力推广建设历经十多年时间，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规模，在新时代背景下农家书屋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需要从管理、运行、服务水平等多方面进行

完善，从而适应新时代乡村的新发展，满足乡村振

兴提出的新要求。

１　 农家书屋概况

１ １　 农家书屋数量和藏书量增长迅速

２００７ 年，农家书屋作为一项“政府组织建设，

鼓励社会捐助，乡村居民自主管理”的公益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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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图 １ 显示了农家书屋在数量及藏书数量两方

面的变化情况。 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农家书屋的数

量处于快速增长期，共建成农家书屋６００，４４９家，
基本覆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 农家

书屋藏书量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随农家书屋数量的

增加而增加，从 ０ ３３ 亿册增加到 ９ ４ 亿册。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农家书屋的藏书量进入补充更新阶

段，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农家书屋藏书量共增加

１ ２５ 亿册，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农家书屋的藏书量已

经达到 １１ 亿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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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农家书屋建设情况［２］

１ ２　 农家书屋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首先，农家书屋的藏书种类多，包括政经、科

技、生活、文化、少儿等多个种类；其次，文化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包括科普讲座、朗诵比赛、撰写读

书体会、读书交流会等；第三，农家书屋为村里的

孩子免费提供暑假培训场地，开设各类兴趣爱好

培训班。 农家书屋使乡村孩子除接受学校教育

之外，还能够走进农家书屋享受更多的教育资

源，间接地改善了乡村学校音乐、体育、美术等专

业师资人才缺乏所导致的不足，大大优化了乡村

学生的学习条件，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

空间。 如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吉林省长春市当地教育部

门为奢岭镇爱国小学投资建设了一间 ７０ 多平方

米的崭新农家书屋，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藏书 ３０００

余册，该校依托农家书屋开展课外文化活动。 校

长在分享经验时讲到：“农家书屋成了学校的支

撑，阅读成为学校特色办学方向。 正是因为阅读

氛围浓厚，学校的办学得到了家长们的广泛认

同，学校外流的孩子非常少。” ［３］ 依托农家书屋，

乡村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发展空间和发

展机会。

１ ３　 农家书屋的阅读推广活动发展较快

阅读是民族精神培育和文化传承的基本途

径，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全民阅读

工程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实现

“村村有书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居民“读
书难、看报难”的问题。 农家书屋是面向基层推

广全民阅读工程的重要平台，是居住在乡村的人

员最重要的阅读场所，保障了全民阅读的基本性、
平等性和便利性，帮助国民实现平等地享有阅读

权利。 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文广局以

农家书屋为推广主体，开展以“励志、博学、修身”
为主题的读书活动，进一步吸引了更多居民走进

农家书屋，增加居民的阅读量，营造全民阅读的良

好氛围［４］ ；山东省潍坊市图书馆联合各个农家书

屋，共同举办作文公益讲座和图书置换活动，另外

还多次举办图书捐赠活动。 农家书屋能够通过专

家讲座辅导全民阅读，利用鲜明的主题引导全民

阅读，借助丰富的活动带动全民阅读，其灵活多样

的活动方式推动了全民阅读向更深更高层次

发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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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部分农家书屋正在转型发展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阅读成为人们阅读

的重要方式之一。 为满足村民阅读方式的多样

化，农家书屋进入转型发展时期。 如山西省吕梁

市南圪垛村的农家书屋已建成 ５ 年，但一直闲置，
数字化改造使其成功“逆袭”：电子图书借阅机里

面存储着 ３０００ 册电子书、１００ 种大众期刊、３０ 种

报纸、１００ 个名家讲座，每个月定期更新 １５０ 册新

书，能播专题片，群众可免费下载；通过互联网共

享国家数字图书馆、山西省数字图书馆和吕梁市

数字图书馆的海量馆藏内容，书屋的图书可与山

西省任何一家联网图书馆共享使用，在村里办一

张读书卡，可以随处借阅，就地归还［６］ 。

２　 农家书屋与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对

加强乡村党的领导、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繁荣

兴盛农村文化、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等内容进

行安排部署［７］ 。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是一项长

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工程，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强调科学有序地全面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

乡村组织振兴［８］ 。
农家书屋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相

辅相成的。 一方面，随着乡村的发展，农家书屋的

定位逐渐发生变化，其服务范围逐步扩大，服务

方式逐步转变，除了文化传播功能外，对乡村人才

培养、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而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和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所以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在实

施过程中，能够为农家书屋建设提供政策、资金、
设备、人才等方面的便利条件，推动农家书屋服务

方式的转变，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

３　 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领

域和存在问题

３ １　 农家书屋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

主要领域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性战略工程，所涵

盖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和立体性的，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主

要领域，农家书屋在这三个主要领域都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是农民“家门口的图书馆” “致富

好帮手”“孩子们的精神乐园”。

３ １ １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为农民持

续增收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坐落在乡村旅游景

点的农家书屋依托自然风光，通过室内活动与室

外活动相结合，不仅吸引本乡村的居民，同时也吸

引着外来人口体验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成为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例如，海南省举全

省之力打造农家书屋，将乡村自然风光和文化创

意相结合，雅致的读书环境和丰富的特色活动吸

引了大量旅游团和自驾游客的参观。 农家书屋建

设与乡村旅游景点相结合，既能够满足人们欣赏

自然风光的需求，也能够使游客体验风格多艺的

乡村文化［９］ 。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一些发展较好的农

家书屋开始推广“农家书屋＋电商”，打破农产品

的流通壁垒，进一步促进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

去，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高效农业产业体系

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例如，自
２０１５ 年起，江西省赣州市政府积极推进农家书屋

转型升级，在全市开展“农家书屋＋电商”活动，以
农家书屋为阵地，引导电商企业进村入驻，通过网

上交易平台（“农家书屋＋电商”文化服务站）、乡
村双向物流体系直接销售农产品，实现了增收致

富的目的［１０］ 。

３ １ ２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核心是人才。 乡村人口

资源具有基数大、素质低的特点，庞大的人口资源

数量有待开发，农家书屋建设是激发乡村居民脱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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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手段［１１］ 。 乡村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客观上要求乡村居民转

变传统的生活、生产和经营方式，并具备一定的

现代化农业科技知识。 农家书屋的发展有利于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为农村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

支撑。 政府依托农家书屋，引导、鼓励各方人才走

进农家书屋，利用农业乡村优先发展的优惠政

策，结合乡村的发展特色，延伸农家书屋服务功

能，举办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农技科普培训、惠民

政策解读、法律咨询服务、卫生健康、预防自然灾

害知识宣传等活动。 这不仅能够将书本知识活

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而且能够对乡村居民在实际

操作中遇到的难题进行现场指导，从而提高乡村

居民的职业技能和管理水平，促使乡村将庞大的

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农家书屋既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任，也是农民群众了解“三
农”惠民政策、提高农业技能、拓宽眼界的前沿阵

地。 通过农家书屋，农民可查阅农业政策、种植

养殖、科普知识等方面的书籍，有针对性地进行

充电学习。 在农民群众增长知识技能的同时，乡
村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激活了乡村的

造血功能。 例如，东至县东流镇张岗村农家书屋

通过“四个加强” 着力发挥农家书屋的平台作

用，为村民提供了读书看报的场所和条件，使村

里一大批农民变身“土专家” ［１２］ 。
３ １ ３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灵魂，其核心

是实现乡风文明［１３］ 。 农家书屋作为繁荣农村文

化的设施和阵地，能够发挥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整

合功能、导向功能、维持社会秩序功能及传续功

能，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将精神

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政府通过延伸农家书屋

的服务功能，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将其打造成乡

村文化课堂。 通过农家书屋平台，围绕加强“中
国梦”的宣传教育，以为乡村和农业服务为重点，
开展丰富多彩、群众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使乡

村居民从牌桌走向书桌，从而对改变乡村落后腐

朽的文化起到积极作用；使农家书屋成为民族优

秀文化的传播地，有效降低低俗、不良文化的冲

击。 尤其在节假日期间，农家书屋充分挖掘传统

节日的文化内涵，针对儿童、返乡农民工、放假学

生等不同的群体，融合创新理念，举办形式多样、

主题多元的文艺演出、阅读活动、体育活动等。 海

南省万宁市大石岭农家书屋举办了包括书画鉴

赏、茶艺品赏、文创展示、音乐欣赏、郊游、露营、拓

展、亲子教育等室内外活动［１４］ ，发挥了农家书屋

的文化主阵地作用。

３ ２　 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

问题
　 　 农家书屋自运营以来就面临诸多问题，主要

包括资金和人才问题，资金不足与管理队伍非专

业性直接影响了农家书屋积极作用的发挥。 曾建

辉［１５］教授分析了农家书屋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他指出农家书屋的发展资金基本由省、市、县自上

而下分级承担，以政府投入为主，容易导致农家书

屋资金投入对政府的依赖，造成后续发展资金不

足。 张占杰、赵英富［１６］ ２０１８ 年对静海区大丰堆

镇辖区范围内的 １５ 家农家书屋进行了调查，深入

分析了农家书屋管理队伍所面临的问题：农家书

屋管理员大都由村干部兼职，上岗之前缺少专业

培训，难以解决图书分类管理等专业问题，思想觉

悟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素养。 现有学者多以农家

书屋自身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落脚

点提出对策，本文以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为落脚点，指出农家书屋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

面临的问题。 农家书屋在推动乡村实现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必须建立在农家书屋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各方面原因导致农

家书屋面临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农家书屋对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作用的发挥。

３ ２ １　 缺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全面的战略性工程，其

实施内容十分丰富，即包括农村文化、产业、人才

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而农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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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缺乏与之

相辅相成的长期规划。 要使农家书屋服务于乡

村振兴战略，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各个相关部门提供有效协调、足够的资金保障、
专业的管理人员、科学的管理制度及有效的监

督。 但一些乡镇领导没有认识到农家书屋推动

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对其建设缺乏长期规划，
在分配资金、人员、硬件设施等资源过程中往往

忽略或者分配较少，无法满足农家书屋的发展需

求［１７］ 。 还有一些地方建设农家书屋只是为了应

付上级检查，闭馆成为常态，而对书籍更新、举办

文化活动、书屋改造等具体工作不重视，问题严

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书屋内只有书柜、书还未拆

分、农家书屋无人问津、完全闲置等现象，导致农

家书屋的发展与本地区的发展没有实现有效

结合［１８］ 。
３ ２ ２　 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式和运营机制

有待完善

　 　 目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农家书屋在数

量上已经实现预期目标，但在质量上需要进一步

提高。 面对农民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只依靠传统

意义上的为村民提供书籍资源、举办文化活动很

难建立长久的运营机制。 这种服务方式和运营

机制与农民的日常需求、乡村的长远发展没有较

好地融合，难以保证农家书屋的长久良好发展，
难以发挥农家书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作

用。 农家书屋单一的服务方式和运营方式与繁

荣发展的乡村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服务

业等本土产业不相协调；一些书屋面积小，环境

差，多媒体设施缺乏；大部分书屋管理员由村干

部兼任，工作时间无法保证，一些地方的管理员

多数都是兼职且没有报酬，并且由于缺少专业培

训，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１９］ 。 所以，农家书屋的

服务方式和运营机制都亟待转型，从根本上实现

农家书屋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相结合。
３ ２ ３　 欠缺适合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的知识

资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扶智”进行到

底。 农家书屋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和

人才支撑，但目前在农家书屋为乡村振兴提供

“适销对路”的知识资源方面主要还存在以下三

方面问题：
第一，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对乡村劳动者的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

无法适应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农家书屋作为乡村

文化教育基地，应该利用现有的资源承担培育新

型农民的职责。 但当下很多农家书屋对农民的培

训形式较为单一，与专家、高校及相关知识机构的

交往联系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提升

自身综合素质的积极性。
第二，农家书屋通过书籍（包括纸质资源和

电子资源）为村民提供服务，其书目是否迎合村

民所需直接影响着村民的参与度和农家书屋价

值的发挥。 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会印发农家书

屋出版物目录，各省市按照不低于 ７０％的推荐目

录进行补充更新［２０］ ，但各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不尽相同，发展需求也存在多元化，这
种“一刀切”式的供给方式使农家书屋在藏书目

录选择上缺乏一定的自主权，造成书屋资源与乡

村居民所需脱节、利用率低［１８］ 等现象。 正如湖南

宁乡县煤炭坝镇措树村的书屋管理员杨建辉所

说，“最开始村民的积极性很高，后来借书的人越

来越少，为此我们也做过努力。 但书是上头配送

的，去县文化局反映过情况也没能解决问题，村里

经费有限，就导致书一直很少更新，不少农家书屋

都出现类似现象” ［２１］ 。
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新一

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乡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

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步伐加快，乡镇及以下区

域光纤宽带渗透率和接入能力得到改造提升，乡
村信息化基础将得到夯实，人们需求日益多样化，
纸质文献已不再是乡村居民唯一的阅读资源。 如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率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４ ５％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３ ０％ ［２２］ 。 但一些农家书屋尚未进行升级改造，
数字化建设水平落后，这直接影响到村民的数字

阅读兴趣，并影响农家书屋的价值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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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完善

举措
　 　 农家书屋工程自实施以来，极大地丰富了乡

村文化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对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风文明的形成和发

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农家书屋已经成为

繁荣农村文化的阵地和重要载体，但在当前如何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求，进一步发挥其应

有的功能和价值，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群众学文

化、长技能、强本领的“黄金屋”，成为新思想的传

播者、新生活的倡导者、乡村新战略的参与者、新

作风的践行者［２３］ ，是一个值得图书馆界、文化界

思考的重要课题。 同时，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提高站位、实现新

时代新作为的重要战场。 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完善农家书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４ １　 农家书屋建设纳入各地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保障资金投入
　 　 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惠民文化工程，在建设

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资金、硬件设施和管理人员，
各地方政府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对

农家书屋的建设和升级做出长期规划。 为了推

动乡村战略的有序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阶段

性谋划，各个地区也已经着手编制本地区的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８］ 。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综合性

的工程，需要激活和整合乡村各项资源，农家书

屋是乡村的文化资源，作为连接政府与乡村的重

要纽带，应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农家书屋是由政府组织建设的，由科技、民

政、文化、财政、农业等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将农家

书屋建设纳入各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各部

门职责，对农家书屋的选址、建设、管理、运营、考
核及维护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做出规

划，为农家书屋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实现科学管

理，从而发挥农家书屋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目前，农家书屋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进入

了发展的新阶段，很多农家书屋需要进行升级改

造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配备电脑设备、
电子阅读器、无线网络设施等，这些都离不开政府

的资金扶持。 各级政府应做好农家书屋各项资金

的需求预算［２４］ ，加大政府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
这不仅要求中央政府继续加大对乡村地区公共

文化事业的投入，也要求县、镇财政在分配资源时

重视农家书屋建设工作。

４ ２　 创新服务方式和运营机制，发挥农家

书屋对乡村产业、人才和文化振兴的助力

作用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依托乡村的资源优

势和科技创新，打造生产、加工和服务一体化的现

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着力开发乡村旅游业、电商

物流、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这要求农家书屋转变

单一的服务方式，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

资源、乡村产业发展、人才结构和层次状况、乡风

文明，创新服务方式和运营机制，推动农家书屋延

伸服务和提质增效。
第一，依托自然资源和各种产业发展状况，扩

大服务人群范围。 农家书屋与本地区的农业产

业、电商平台、物流配送业等实现对接，延伸服务

功能，通过建立有效、长久的农家书屋发展机制，
解决农家书屋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海南省

大石岭农家书屋结合自己的地理位置优势，打造

一种农家书屋旅行驿站模式，利用游客资源带旺

农家书屋；与居民合作将农事体验、共享菜园、共
享厨房等互动活动融入农家书屋平台，并实现了

农家书屋场地资源、阅读资源与当地自行车协会

的人力资源、经营理念等的优势互补［２５］ 。

第二，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索新的

农家书屋“１＋Ｘ”服务模式，即除了发挥农家书屋

的基本阅读功能以外，利用农家书屋现有的设备

和场所开展多项便民事务，例如办理电信宽带入

户、缴纳通讯费、水电费等，为当地农民提供一条

龙服务，延伸农家书屋的服务功能。 此外，还应结

合地域文化特征、人口文化素质状况，将农家书屋

打造成为乡村的文化中心、学习中心、休闲中心，
如针对留守儿童开展读书活动，针对留守老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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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健康知识讲座，针对创业人员开展创新创业讲

座以提高农民的技术能力和经营才能等。 如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省财政厅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农家书屋出版物

补充更新及管理使用的通知》指出农家书屋的资

金用途由过去的“全部用于选配图书”调整为“选
配图书与开展延伸服务工作相结合” ［１９］ 。

第三，提高农家书屋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工资待遇，设置一定比例的绩效工资。 政府部门

应采用一定的绩效考核手段，对农家书屋的服务

效率和服务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将管理人员的

绩效工资与此挂钩。 如安徽省定远县针对农家

书屋管理人员，每年定期开展 １ 至 ２ 次专业培训

和业务技能比赛，并给予文体活动经费补贴，进

行农家书屋管理员考核［２６］ 。
第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家书屋。 一些规

模较大的集镇应按照更高的标准建设农家书屋，
打造功能较为齐全、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农家书

屋。 为保证这些中心农家书屋切实发挥助力乡

村振兴的作用，可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家书屋

建设工程，实行相对灵活的运营机制，由政府为

农民基本文化消费买单，但对经营性的茶吧、咖
啡吧、养生吧、运动吧等提供的服务，可适度收费，
提高经费保障能力。 如浙江省常安镇沧洲农家

书屋以众筹理念整合多方资源，共同建立沧洲村

公共服务设施平台，改造成为一个集陈列、办公、
休闲娱乐、就业增收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并
委托第三方专业策划公司负责活动组织及

运营［２７］ 。

４ ３　 面向乡民生产生活、创新创业需求提

供有针对性的知识资源
　 　 实现乡村人才振兴，要求健全新型农民职业

培训机构，整合资源，借助互联网平台，大力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 乡村人才振兴对农家书屋的发

展也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政府可以借助农家书屋为相关的高

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专家建立培训师资库，采
用现场培训、应季培训、专家一对一等多元培训

方式，在互联网上建立农业专家热线、农业技术服

务团等平台，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政策咨询、科技

指导等服务［２８］ 。 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特点开展

培训，调动农民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积极性，将乡

村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
第二，广大村民是农家书屋的主要服务对象。

各个农村地区受自然地理因素不同的影响，农业

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

业等所需信息不同，为了提高农家书屋提供书籍

的针对性，乡镇政府应组织成立调研小组，通过线

上线下两种途径向读者、书屋管理员发放问卷，了
解读者所需，提高农家书屋资源的可用性；农家书

屋要坚持以为村民服务为中心，通过多样化的呈

现方式满足村民的信息获取需求，提高农家书屋

的易用性；农家书屋应及时更新资源，提供通俗易

懂且受欢迎的农业科技类图书，选配适合农民工

维权等的法律书籍，提供农民看得懂且时效性强

的政治类书籍，考虑当地历史、环境、人文因素提

供生活、旅游类书籍［１９］ 。 此外，如果能安排科技

工作者到农家书屋提供定期或不定期指导，可使

群众更好地将书籍中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家书屋数字化建

设，开发各类阅读应用软件，迎合乡村居民的阅读

习惯。 实现农家书屋数字化能够满足居民不同的

阅读需求，帮助乡民通过视频资料、图像资料等直

观的学习方式掌握农技知识，允许居民下载感兴

趣的内容及电子读物，大大提高居民的阅读兴趣。
实现农家书屋数字化改造，首先需要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电脑设备、电子图书阅读机；其次需

要改善网络条件。 在实现农家书屋数字化的基础

上，还要追求实现图书资源的互联互通、资源共

享，打破农家书屋的“孤岛”状态，有效增加农家

书屋的可用资源；同时，简化借阅手续，为居民提

供更加优质的阅读服务。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加强农家书屋建

设具有其独特的作用，而要盘活农家书屋的资源，
将文化资源有效地转变为乡村发展所需的物质

力量，需要政府各部门履行好监管职责、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和农家书屋自身服务不断完善，为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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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升级改造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农家书屋

既适应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能够更

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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