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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分析
∗

　 ———基于湖南省花垣县的调查

戴艳清　 彭雪梦　 完颜邓邓

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研究，了解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使用及评价

情况，分析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的供需矛盾，发现需求的上升与多样、供给的不足及滞后是

目前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缓解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的

对策包括：丰富供给内容，加大沟通及宣传力度，提升经济投入能力，创造人才优势等。 图 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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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借助数字化的传播手

段，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

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
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１］ 。 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这种

矛盾亦显露无疑。 文化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扶贫力度的加大和农村地

区物质条件的提升，农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尤

其是数字化文化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 花垣县位

于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其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

此，本文选取湖南省花垣县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

卷调查法及实地研究法获取其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的供需现状，从而揭示其供需矛盾的根源，进而

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为平衡农村地区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供需情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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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研究现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研究有利于促

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丰富供给内容，保障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维护人民群众的公共文

化权益［２］ 。 公共物品理论、供需关系理论为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支撑。 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本属性来看，它
具有公共物品的两大属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和受益时的非排他性，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以

同时为多个用户使用并获益。 而从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供求双方的关系来看，由于文化服务的提供

与消费不是以经济、利益的交换为主要目的，提供

文化服务的相关政府部门与文化权益的受众形成

了一种特殊的供求关系。 总体来看，保持良好的

供求关系能切实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
有效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科学发展［３］ 。

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及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两次选取

中国知网资源总库（ＣＮＫＩ），包括中国知网期刊全

文数据库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以
“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供需”等不同组合作为“主题” “关键词” “篇名”
进行联合检索，最终检索结果见表 １ 所示。
表 １　 文献检索结果 （单位：篇）

检索词
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

中国硕士博

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２４６２ １３９ ５７６ ９８３ ４０ １４８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１９ １ ２ ２５ ０ ０

供需＋公共文化服务 ６６ １ １４ ３５ １ ７

供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５ １ １ １ ０ ０

注：在每一个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中，第一列是以“主题”
为检索项检索的结果，第二列是以“关键词”为检索项检

索的结果，第三列是以“篇名”为检索项检索的结果。

通过文献调研，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

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题领域：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如陈前恒

和方航认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国家一方面需要加

大对贫困地区硬件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文化服务内容和手

段［４］ ；陆和建等认为经济贫困的根源在于文化贫

困，可以通过搭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加
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统筹协调等手段开展扶贫工

作［５］ ；肖希明、完颜邓邓分析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的进程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从资源整合、服
务网络、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以数字化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６］ 。
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方式研究。 肖

希明、完颜邓邓认为可以通过资源整合缓解文化

资源数量匮乏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拓展服务渠道、
创新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公众的

吸引力［７］ ；肖希明、郑燃在调查公众需求过程中

发现部分数字文化服务利用率不高，要推广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必须加大沟通、宣传力度，提高民众

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８］ ；陈慧英等认为可

以通过开发与保护、完善宣传和管理体系等方式

提升文化资源的有效使用率［９］ 。
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有效对接研究。

闫小斌等分析了服务需求产生的基础、特点等，认
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将普遍性理论原

理与当地人文环境相结合，探索富有特色的文化

服务供给模式［１０］ ；朱婕等认为农村用户的需求和

满足程度是影响文化服务建设实施效果最大的

一个因素，提出建立特色服务模式、加强服务宣传

力度、优化机构合作方式的建议以促进文化服务

建设的可持续发展［１１］ ；完颜邓邓、胡佳豪研究分

析了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与利用存

在的问题，提出推动经济文化协同发展、落实服务

供给、加强宣传推广等建议［１２］ 。
第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保障体系、评估体系

研究。 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提出提高公共数字

文化供给能力必须要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机

制，完善投入和保障机制，注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

设，全面加强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体系、网络体

系、资源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１３］ ；李国

新认为应强化各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意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和组织的“体系化”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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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能［１４］ 。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围绕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较大

程度上推动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实践工作，但较

少有人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关注农村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建设状况，已有的相关研究又较缺乏实地

调研，因而难以较为深入地分析当前农村地区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的症结。 本文即针对

此提出研究命题。

２　 调查设计与结果分析

２．１　 调查设计

２．１．１　 调查目的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农村地区居民在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使用目的、认知程度、使用障碍等

方面的相关情况，了解各目标群体对现有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及需求情况。 根据调查结

果对比分析各目标人群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

求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供需矛盾，为农村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参考。
２．１．２　 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研究

法，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面向所有农村地区居民随机派发纸质问

卷，并通过实地研究法了解该地区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建设情况，如农家书屋、乡镇文化站、文化共

享工程基层服务网点、惠农数字电影放映“２１３１”
工程、农村数字电视无线覆盖工程、边城民俗博物

馆等。
２．１．３　 问卷设计

针对本研究的主要目标，调查问卷分为受访

者基本情况、认知情况、使用情况、需求情况、评价

情况五个模块，如表 ２ 所示。 受访者基本情况模

块有利于分析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对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认知、需求、使用的影响。 认知情况模块

主要考察认知使用情况、认知服务途径。 从使用

情况模块侧面了解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

满意程度。 需求情况有利于对农村居民的需求

进行分析，促进服务高效化，避免资源浪费。 评价

情况模块主要考察供应情况及受众体验感受。 具

体来看，通过“您是否知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并

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

了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 等问题，了解农村地

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使用情况；通过“在

您使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哪种服务形式居

多”“您能否在计划时间内（如 ２０ 分钟）快速找到

自己需要的数字化资源”等问题，调查农村地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情况；根据“您更喜欢哪

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形式” “您更希望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平台增加哪种内容的提供量” 等问题，
了解农村居民的需求情况；根据“您认为目前所

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否满足您的需求”
“您能否完整得到自己需要的数字文化资源”等

问题，了解农村居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表 ２　 问卷的模块设计

调研模块 调研项目细分

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认知情况
了解及使用情况

了解的方式

使用情况

服务形式

使用频次

使用时长

需求情况
喜欢的服务形式

喜欢的服务内容

评价情况

准确性

完整性

易用性

及时性

满意度

沟通方式

２ １ ４　 调查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共派发问卷 １２０ 份，回收问卷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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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率 ９３．３％。 其中，有效问卷 ９８ 份，有效率

８７．５％。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３ 所示，从样本性

别构成情况看，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其中，本科学

历居多，且受调查群体大体包括了一般的职业类

型，学生及企业员工占主体地位。 从样本年龄情

况来看，大部分年龄层次均有分布，较符合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对象的整体情况，但年轻人群体相

对占比较大。 相较而言，年轻人群体乐于接受新

鲜事物，较为擅长利用各类电子设备获取公共数

字文化资源，因而是利用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

群体。
表 ３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内容 选项 人数 样本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１ ４２％

女 ５７ ５８％

年龄

７—１０ 岁 ３ ３％

１８—４０ 岁 ６６ ６７％

４１—６５ 岁 ２５ ２６％

６６ 岁及以上 ４ ４％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６ ６％

高中、中专和技校 １４ １４％

大专 ２１ ２１％

本科 ５３ ５４％

研究生及以上 ４ ４％

职业

学生 ３６ ３７％

企业员工 ２３ ２３％

公务员 １４ １４％

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 １３％

无业、下岗者 ４ ４％

农民 ３ ３％

离退休人员 ３ ３％

自由职业者 ２ ２％

２ ２　 调查结果分析

由于调查过程中，部分调查者表示不了解也

没有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知道但并未使用

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因此使用情况、评价情况

等部分相较于基础情况、需求调查部分而言缺少

１２ 份答卷数据。
２ ２ １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认知度

农村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情况

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约 ８１％（７９ 人）的受访者表示

知道并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约 ７％（７ 人）的
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也没有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识与使用情

况较好，但还有上升空间。 约 ３７％（３４ 人）的受访

者是通过搜索引擎了解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
媒体宣传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或新闻媒体、搜索引

擎等方式，调查显示至少 ４６％的受访者是通过新

媒体了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因此提升新媒体宣

传力度对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广和发展

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表 ４　 受访者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及使用情况

题项 人数 百分比

知道并使用过 ７９ ８１％

知道但并未使用过 １２ １２％

不了解也没有使用过 ７ ７％

总计 ９８ １００％

表 ５　 受访者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了解途径

题项 人数 百分比

纸质媒体 １ １％

其他途径 ７ ８％

网络或新闻媒体 ８ ９％

搜索引擎 ３４ ３７％

亲友推荐 ４１ ４５％

总计 ９１ １００％

２ ２ ２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情况

受访者希望获取的文化服务内容及喜欢的文

化服务形式如表 ６、表 ７ 所示。 由于调查对象中在

职人员和学生占大多数，因此大部分受访者接受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希
望获取与工作、学习相关的文化服务。 这一特点

在受访者所喜欢的文化服务形式中也得到了体

现，即较多用户倾向于网络共享资源、数字素养培

训，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自身工作、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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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受访者希望获取的文化服务内容

题项 人数 百分比

与工作相关 ３４ ４３％

与学习相关 ３０ ３８％

与兴趣相关 ８ １０％

与生活相关 ７ ９％

总计 ７９ １００％

表 ７　 受访者喜欢的文化服务形式

题项 人数 百分比

网络共享资源 ３９ ４９％

数字素养培训 ２７ ３４％

公共服务设施 ７ ９％

展览推广活动 ６ ８％

总计 ７９ １００％

２ ２ ３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与评价情况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的需求情况。 约 ６４．６％的受

访者每天会使用相关平台获取服务一次以上，将
近一半的受访者会每次接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半小时到 １ 小时，这表明农村地区的公共数字文

化需求较为旺盛。 与此同时，约 ５４％的受访者

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评价在一般以上。 满意

度总分为 ５ 分，调查显示人均满意度约为 ３ ０１
分，高分与低分的比例大致相当，如图 １ 所示。
约 ３９％的受访者表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本能

满足自己的需求，约 ３１％的受访者表示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提供的消息较为准确，约 ３４％
的受访者基本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约

３８％的受访者表示花一定的时间可以找到自己

想要的资源，约 ６４％的受访者认为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的信息更新速度较慢。 这表明民众对目

前接受到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本满意，但还有

上升空间，特别是信息更新速度在满足大部分受

众需求上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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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受访者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３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表征

及原因
供需矛盾是指由于不能有效识别需求侧的

潜在需求，难以真正把握需求侧的真实需求，供
给侧与需求侧相对脱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类

型、质量、数量、更新速度等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与
社会诉求不适应，有效需求满足度较低，难以达到

需求方的预期目标，无法满足公众对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的需求，产生供大于求、供小于求、供无关

求的错位矛盾［１５］ 。 笔者从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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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宣传、认知、使用、需求、评价等多个方面了解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相对脱节的

情况，总结建设过程中供需矛盾的表征，并分析

矛盾产生的原因。

３ １　 供需矛盾的表现
３ １ １　 供给内容待充实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其
基本目标与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公平正义的兜

底保障，因此首先要考察其基本保障水平，其次

再考虑其效能的高低。 而据调查结果来看，虽然

文广新局、扶贫办等机构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形

式多样，内容范围较广，但仍有 ２７％的受访者无

法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完整得到自己需要的

数字文化资源，因而花垣县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内容，提高受众的满意度。 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
于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有一定的预判，以提供更

符合用户需求的资源产品，带动农村地区文化教

育的发展。
３ １ ２　 供给结构不均衡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不高，服务结构不合

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硬件，轻软

件。 地方政府对公共阅览室、农家书屋等“硬”件

设施投入的资金大、积极性高，但这种有形设施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利用率并不高［１６］ 。 ＡＰＰ 端、
网页端等无形服务对财政投入需求较大，这种

“软”供给不仅需要前期的投入，后续配套的措施

也必不可少。 本次调查显示，ＡＰＰ 端、网页端的

建设，尤其是维护仍存在问题，如供给内容少、更
新较慢等。 第二，重初期投入，轻中后期维护［１６］ 。
目前，我国设立了各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项目，
如“我的中国·湖湘文化进万家” “湘西影像书

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且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 但调查仍然显示居民参与度不高，使用

者的满意度不高。 根据被调查者建议内容发现

相关服务、设施存在设备老化等问题，且服务主

体缺乏一定的营销手段用于提升资源的利用率。
３ １ ３　 有效供给待提高

目前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存在着一

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供给的投入力度与需求的

满足程度不成正比，有效供给率待提升［１７］ 。 在商

业领域，常把进入流通领域中与商品购买者意愿

相一致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 消费者由于无法获

取自己需要的商品而被迫修改最初意愿后实现

的需求，则不属于有效供给。 在农村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供给方面，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采购、统一

配送电脑、电视等文化用品，但事实上电脑等使用

的复杂性远超过手机 ＡＰＰ 等，因而农村居民只是

被动地接受，不属于有效供给。 调查显示，花垣县

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也存在部分资源使用

率不高、部分群众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 其主要

缘由仍然是服务主体对居民需求缺乏了解，宣传

力度不足，既有文化产品对群众缺少吸引力，不能

有效满足居民的真正需求。
３ １ ４　 用户体验待提升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虽然不是以营利为主要

目的，但是提高使用者的满意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国家数字文化网”门户网站建设为例，用户可

以使用分类浏览，亦可通过个性化导航、一站式检

索及定制化的阅读推广等实现文化资源的获取，
且设有专门的信息互动栏目为用户提供反馈渠

道，注重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这对于提升用户

体验是尤为积极的探索［１８］ 。 但在调查过程中笔

者发现，目前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受众满

意度有待提高，如花垣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宣传

手段、使用渠道有待丰富，县文广新局、县文化馆、
博物馆等机构尚未开通微博、微信等较为通用的

移动端 ＡＰＰ 官方账号，也没有专用的公共文化服

务官网以供居民了解、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３ ２　 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

３ ２ １　 需求上升与多样

随着我国扶贫力度的加大，居民在文化教育

方面的消费能力有所提升，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

度逐渐加强，从而促进了居民文化需求的提升。
同时，居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多样在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中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服务群体

的广泛是需求多样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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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动态发展的，会受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影

响而发生改变。
３ ２ ２　 供给不足及滞后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我国进行文化扶贫的

重要手段，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但本

文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并不能较

好地满足大众的需求。 一方面，经济、文化水平的

滞后是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不

强的重要原因，文化权益意识的相对淡薄也造成

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广困难。 另一方面，从
对信息提供的及时性调查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

部门缺乏对后续维护和持续发展的投入和考量。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跟信息一样，具有一定的时效

性，然而约 ６４％的受访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的信息更新速度较慢。
３ ２ ３　 沟通及宣传不足

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沟通宣传

工作的不到位导致供给需求的不对接，相关部门

对居民真实需求的了解程度不高，农村居民对公

共数字文化了解、利用程度低，在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的供给上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约 ７％的被调查对象并不知

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各类平台，因而并没有使

用过相关的资源。 这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主体

的宣传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３ ２ ４　 资金投入不足

财政投入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资金的

主要来源。 由于当前农村地区并未对公共数字

文化供给进行专项拨款，因而无法获取花垣县公

共数字文化财政投入的具体数据。 但从纵向来

看（见表 ８），我国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总体处于上

升趋势［１９］ 。 从横向比较来看，受经济、思想等因

素影响，各地区的投入力度存在差异。 以湖南省、
海南省、广东省三省文化事业费为例，据统计

２０１７ 年湖南省文化事业费为 ２７７ ９６７ 万元，海南

省文化事业费为 ９０ ７４５ 万元，广东省文化事业费

为 ８１４ ３３４ 万元［２０］ 。 花垣县所在的湖南省虽然

投入不低，但相较于广东省、湖北省等地区，竞争

优势不大。 再从文化事业经费在全国不同行政

层次的分配来看（如表 ８ 所示），一方面，１９９５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县及县以下的文化事业费远低于县以

上单位，投入占比低，总量少，且城乡投入长期的

不均衡使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平衡的现象短

期内无法消除。 另一方面，当前花垣县公共文化

事业的发展经费主要为中央和上级单位的专项

经费，且多以政府一次性投入为主，少有年度运行

经费、工作经费等后续配套资金的支撑。 配套资

金、设施的不到位等会导致后续维护的困难，受众

使用体验不佳，最终导致有效供给率难以提升。

表 ８　 全国文化事业费分布情况［１９］

项目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总量（亿）

全国 ３３ ３９ ６３ １６ １３３ ８２ ３２３ ０６ ６８２ ９７ ７７０ ６９ ８５５ ８０ ９２８ ３３

县以上 ２４ ４４ ４６ ３３ ９８ １２ ２０６ ６５ ３５２ ８４ ３７１ ００ ３９８ ３５ ４２４ ９６

县及县以下 ８ ９５ １６ ８７ ３５ ７０ １１６ ４１ ３３０ １３ ３９９ ６８ ４５７ ４５ ５０３ ３７

所占比重（％）

全国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县以上 ７３ ２ ７３ ４ ７３ ３ ６４ ０ ５１ ７ ４８ １ ４６ ５ ４５ ８

县及县以下 ２６ ８ ２６ ７ ２６ ７ ３６ ０ ４８ ３ ５１ ９ ５３ ５ ５４ ２

３ ２ ５　 人才与技术缺乏

目前基层文化单位普遍存在“编制紧、人员

少，文化低、业务弱，老人多、新人缺”的现象。 经

调查发现，花垣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机构（如：农家

书屋、县文化馆）大多存在一人多岗现象，且专业相

关人员不足三分之一。 由于人才与技术的不到

位，没有条件与能力做到丰富沟通渠道、加大宣传

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提高用户体验，这也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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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满意度不高的原

因之一。 一方面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导致农村留

守人数较少，相对来说儿童、老年人又较多，真正

能为公共服务建设提供力量的人较少；另一方

面，长时间经济水平的落后导致该地区平均文化

教育水平不高，吸引人才的能力较低，技术的引

进也更为困难。

４　 缓解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矛盾

的对策

４ １　 丰富供给内容

４ １ １　 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

强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可丰富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内容，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有

效供给率，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农村地区应依托于国家相关政策，借助于省级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或大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

等开展资源整合活动。 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农村

地区文化资源数量之匮乏，解决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地区和系统分布的不均衡问题，实现各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数字资源的优势互补［２１］ ，另一方面则

可以有效解决经费投入难的问题。
４ １ ２　 加快资源更新频率

信息具有时效性，尽管文化信息资源的时效

性要求比一般信息较低，但如果长期不更新会降

低用户黏性，因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在提供

服务时需特别重视信息的“保质期”。 各个服务

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可以推动资源收集、发布的

责任划分，节约资源收集的人力、物力，也能有效

提升资源更新频率。 而对于资源更新频率进行

一定的政策约束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４ ２　 加大沟通及宣传力度

４ ２ １　 丰富、完善供需方沟通的桥梁

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了解受众

的需要，建设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不仅可以避免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也能提高

使用者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服务主

体应首先转变服务意识，对用户不断变化的文化

需求要进行预测和积极引导。 其次，可以采取线

下交流和网络沟通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下

乡走访受众的方式获取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则

通过官网、公众号等多渠道“走入”群众，听取大

众意见，以便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长期建设与

优化。
４ ２ ２　 加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力度

据调查，花垣县积极构建网络化农村文化阵

地，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行提供有力支持，其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三级网络已覆

盖全县 ６５％以上的行政村，全县城乡数字电视用

户突破 ２５ ０００ 户。 农村地区可结合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的力量，利用走访以及报纸、电视、电脑等

媒体多渠道宣传，增强农村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关注度。 宣传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是让农村

居民了解公共数字文化，形成文化权益意识；其次

使农村居民了解如何规范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设施，在提高利用率的同时，减少公共服务设施

不必要的损耗；最后，服务主体应该引导优秀文化

的传播，进而引导农村居民对于优质文化资源的

需求。 此外，服务主体也应注重公众口碑营销的

作用，通过提高使用者的满意度来达到宣传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的目的。

４ ３　 提升经济投入能力

４ ３ １　 促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仅

仅依靠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对于其可持续发展

极为不利。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既需要政府发

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 农

村地区应加强与上层机构或服务主体的沟通，提
高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同时应采

取税费减免、给予荣誉等多种手段，鼓励社会力量

和资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整体提升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经济投入能力。

４ ３ ２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当地公共数字文化

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二者的关

系本身就密不可分。 农村地区可以将文化建设与

经济发展相结合，争取逐步形成 “ 利用文化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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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良性循环。 以花垣县为例，花垣县地处

少数民族自治州，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哭嫁、
蜡染等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进行保存、宣传，便于

当地居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能够为该地创造

旅游优势，同时带动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４ ４　 创造人才优势

４ ４ １　 积极引进人才

农村地区首先应充分利用精准扶贫政策，向
上级争取文化扶贫专业人才；其次，加强与高校

合作，在为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实习工作机会的同

时，鼓励学习交流活动的开展；最后，营造“尊重

人才，爱护人才，珍惜人才，关心人才，扶持人才”
的良好环境，健全人才引进制度，优化农村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管理机制。
４ ４ ２　 加强人才培养

农村地区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加强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的人才培养：一方面，采取“走出去”
的方式积极参与上级文化部门组织的专业人才

培训班，如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省级分中心组

织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培训班等；另一方

面，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在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方面具有先进经验的本省或外省专家到本地

区进行讲学及专业培训，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人员队伍的素质［２２］ 。

５　 结语

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首要任

务就是补齐贫困地区的短板。 本文通过湖南省

花垣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需调查，发现民众对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了解程度及利用率不高，数字

资源建设的丰富性、易用性、及时性不高以及满

意度一般等问题。 为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

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丰富供给内容、加快更

新速度、加大沟通及宣传力度、提升经济投入能

力及创造人才优势。
同时，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如样本的年

龄比例不均衡，这主要是由大多数人对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理解不足，以及中老年人多以不识字或

看不清、不懂等理由拒绝接受调查而造成的，笔
者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以田野调查等方式弥补

此项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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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发布

《面向儿童和家庭的延伸服务模式》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ＡＬＳＣ）发布《参与、培育、提供和评估：面向儿童和家

庭的延伸服务模式》白皮书，旨在促使图书馆更好地为儿童和家庭，尤其是为相对贫困社区的儿童和家

庭提供服务。 该白皮书主要调研图书馆服务如何走出馆舍，走进社区。 白皮书提供了这一延伸服务的

四种模式，即参与、培育、提供和评估，并特别提供了 １０ 个经典案例，包括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开展“故

事时间”活动提高收容所儿童的读写能力；旧金山公共图书馆联合金门公园为附近社区居民开展培训

和徒步活动；里茨维尔公共图书馆组织暑期夏令营项目，为社区儿童提供学习空间和专业知识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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