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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研究

肖　 蒙　 曲如晓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能够优化乡村地区文化设施网络布局,增加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从而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本文在调研2012 年以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

相关数据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在标准规范建设、设施网络建设、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专业

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成就和不足:①标准规范逐步建立,但仍需进一步分类细化完善;②总馆数量有所增加,但布局亟待

完善,分馆建设仍需加强;③信息资源总量增长迅速,但服务方式需进一步创新;④专业人才规模较为稳定,但队伍素质

需进一步提升。 建议文化主管部门从四个方面着力推动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①建立标准体系,落实业务规范;②完

善基层网络,优化设施布局;③加强资源保障,丰富服务内容;④拓宽投入渠道,增加经费保障。 建设“有标准、有网络、有

内容、有人才”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支撑。 图 7。 表 2。 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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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central-branch
 

library
 

can
 

optimize
 

the
 

network
 

layout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achieve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data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t
 

the
 

county
 

level
 

since
 

2012 this
 

paper
 

use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rough
 

detailed
 

data
 

analysi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he
 

library display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county-level
 

central-
branch

 

library
 

through
 

chart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objective
 

difficulties
 

and
 

urgent
 

problems
 

faced
 

by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s
 

and
 

norms the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and
 

networks the
 

guarante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ms 1  
 

the
 

standards
 

and
 

norms
 

are
 

gradually
 

established but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classified
 

and
 

refined 2 
 

the
 

total
 

number
 

of
 

libraries
 

has
 

increased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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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yout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ch
 

librarie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3 
 

the
 

tot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service
 

mode
 

needs
 

further
 

innovation 4 
 

the
 

scal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s
 

relatively
 

stable but
 

the
 

quality
 

of
 

the
 

team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ultural
 

authoritie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central-branch
 

library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establish
 

a
 

standard
 

system
 

and
 

implement
 

business
 

norms 2  
 

improve
 

the
 

grass-roots
 

network
 

and
 

optimize
 

the
 

layout
 

of
 

facilities 3  
 

strengthen
 

resource
 

guarantee
 

and
 

enrich
 

service
 

content 4 
 

broaden
 

investment
 

channels increase
 

funding
 

security and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ith
 

standards networks content talents 
 

to
 

provide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7
 

figs.
 

2
 

tabs.
 

3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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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满足全国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

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铸魂”的核心要义,也
是提升乡村地区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 公

共图书馆的公共性、公益性、均等性等特征,决
定了其作为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在乡村文化振兴

中可发挥突出作用,能有效破解我国乡村文化

建设在基础设施薄弱、文化资源供给不足、文化

权益不平衡等方面的困境,从而有力支撑我国

乡村地区文化振兴工作。 2018 年 9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
2022 年)》,明确指出,“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
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推动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发挥县

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加强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

全覆盖,提升服务效能。” 该规划对健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了系统部署。
图书馆在提高脱贫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在帮助脱贫人口实现物质脱贫

的同时,获得精神文化富足[1] 。 县级图书馆是

我国最基层的具有独立建制的图书馆,作为最

贴近农村、最贴近农民的基层文化阵地,承担着

为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本辖区全部人口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县级图书馆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在机

构数量、地域分布、服务半径等方面具有绝对优

势,深入推进总分馆体系建设能够进一步延长

县级图书馆的社会触角,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
本文结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

运用综合性视角,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总结当

前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中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困难,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意见和建议。 未来应发挥县级图书馆在乡

村文化振兴中的“溢出效应”,让县级图书馆总

分馆能够发挥更加突出、更加有效、更加重要的

文化振兴作用,提质赋能乡村振兴战略。

1　 县级图书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

1. 1　 新世纪以来基层文化发展相关政策与法

律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
“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完善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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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基层文化

建设与发展,2002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

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05 年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2006 年印发《国

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 年

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这些文件对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内容建

设、队伍建设做出了部署,提出县级图书馆要发

挥综合功能,辐射和带动群众开展文化活动。
自 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实施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

乡村地区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工作力度,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以县级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为抓手,优化布局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公共图书馆拓展阵地服务功

能。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正式实施,为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权益和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建设以人为中心的

图书馆”,推进公共图书馆功能转型升级,为今后一

段时间的图书馆建设工作提供了方向。
县级图书馆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

要设施和阵地[3] ,在基层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不断深入人

心,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由有偿向免费过渡。 2011
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颁布,公共图书馆正式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2020 年,《中央对地方公共

图书馆
 

美术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又对免费开放补助比例进行了调整,用于

支持“地市级和县级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免费开展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 关于图书馆部分,经费用于“文献资

源借阅、检索与咨询,举办公益性讲座、展览,开展

阅读推广、宣传活动,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辅导,流动

图书借阅与送书下乡服务,业务活动用房小型修缮

及零星业务设备更新等”。
2013 年 1 月,《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印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政

府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充分发挥县级图书馆承上

启下的枢纽作用。 在县县有图书馆的基础上,进
一步在全国乡镇和街道文化站、村和社区文化室

都设立图书室或图书馆服务网点,巩固和规范已

有独立建制的基层图书室。”2016 年,文化部等五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进以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对于有

效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促进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和延伸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2017
 

年
 

7
 

月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继续推动图书馆事

业科学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促进城乡公共图书馆均衡发展,提出:“加快推进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落实文化部等部委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因地制宜建立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基层服务点,上下联通、资源共享、
有效覆盖的总分馆体系。”2018 年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包括图书馆的设立、运
行、服务等法律条款,其中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建

立符合当地特点的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

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以法律的权威性

和强制性保障公民享受宪法赋予的文化权益[4] 。
总的来说,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不断深入推

进,支持保障图书馆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法律

法规逐步完善,为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提供了

强大的政策保障。

1. 2　 县级图书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

图书馆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

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场所[5] ,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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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对信息和知识需求的责任[6] 。
总分馆制是推动图书馆服务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

组织方式[7] ,是推进乡村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载

体,根本目的是保障信息公平、满足基本的阅读、学
习等文化需求[8] 。 具体而言,县级图书馆的主要作

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优化设施网络布局,完善农村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 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之

一是农村文化中心,应带动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

发展[9] 。 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

指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思

想阵地。 由于历史欠账、交通不便等原因,农村地

区文化设施一直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短板,中西

部等欠发达地区较平均水平更为落后。 通过以县

级图书馆总分馆为抓手,加强县级图书馆建设,将
坐落于农村居民家门口的各种分馆,如农村书屋、
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逐步纳入总分馆制建设,
能够带动县域总馆、分馆协同发力,实现资源互补、
共享,改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扩大服务半

径,打破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最后一公里”的瓶颈,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二是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图书馆建设是关系人

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事业,根植于公共

文化需求[10] ,保障公民文化权益[11] ,反映社会

文明发展程度[12] 。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要求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

乡村延伸。 从职能定位角度看,县级图书馆不

仅仅是县城居民的图书馆,还是整个县域范围

内包括农村地区居民的图书馆,要为全县人民

群众提供文化服务供给。 一方面,县级图书馆

作为总馆,与各类分馆进行优化融合,能够有效

整合县域内图书、活动资源,推动线下优质服务

更多向基层输送,增加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总量,
保障县域内所有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另一方

面,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农村

居民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享受者、受益者,更是

建设者、参与者。 县级图书馆结合农村居民阅

读需求和偏好,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技术、养殖

技术等相关书籍,能够提升农民参与经营的技

能,为农村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有效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三是有助于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

动乡村地区文化振兴。 2022 年《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指出要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 随着我

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化推进,更多的人口从农村

流向城市,越来越多的优质文化资源也随之向城

市集中,农村地区正在逐步出现“文化空心化”现
象,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凸显[13] 。 深入

推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由县级图书馆统筹

指导,按照平等、开放、共享、免费的原则,通过统

一管理、统一购书、统一配送等方式,构建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联动机制,可有效保障城乡群众普遍

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缩小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差距,弥合“数字鸿沟”、消减信息贫困,为
社会公众提供公平获取信息、平等参与发展的机

会,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2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成就及存在问题

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基层图书馆的发展,“十

五”时期,中央投入 4. 8 亿元资助各地建设了

1
 

086 个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基本实现“县县有

图书馆”;“十一五”时期,中央投入 39. 48 亿元,
支持建设了 2. 67 万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实现了

“乡乡有综合文化站” [14]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成,为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县级图书馆

总分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逐步实现县级总馆

主导统筹、分馆资源共建共享、畅通服务下沉渠

道的工作模式,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不断

增加,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致均衡,实现了

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 2

 

397 个县(市、区)完成图书馆总

分馆建设,占全国县级区划单位总数的 8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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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实现“2020 年,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

宜建立起上下联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

图书馆总分馆制”的目标[15] 。 与省级、地市级公

共图书馆建设相比,县区市级公共图书馆建设成

效更为突出。 本文选取总藏量和线上、线下服务

情况等相关指标予以分析。 2012 至 2020 年,县
级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年均增长率为 7. 46%,为县

域内居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图书资源;图书馆网

站访问量年均增长率高达 21. 45%,远高于省级

公共图书馆,说明县级公共图书馆在线上服务方

面发挥的作用越加凸显;从线下服务情况看,县
级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年均增长率为 4. 45%,
考虑到 2020 年总流通人次受到疫情影响,同时对

2012 至 2019 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县级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年均增长率仍高于省级、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见表 1)。

表 1　 2012—2020 年各级公共图书馆部分指标年均增长率对比

公共图书馆层级 总藏量
图书馆网站

访问量

总流通人次

(2012—2020 年)
总流通人次

(2012—2019 年)

省级公共图书馆 1. 32% 9. 17% -2. 39% 5. 31%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 4. 77% 18. 88% 1. 91% 11. 02%

县市级公共图书馆 7. 46% 21. 45% 4. 45% 12. 22%

注: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3》、2020—2021 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正确领导下,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积极指导下,在
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县级公共图书馆建设取得

了长足发展,为基层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和

更高质量的服务。 以下从标准规范、设施网络、资
源服务、专业队伍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2. 1　 标准规范建设

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是一项涉及图书馆资源

建设、服务提供、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长期性工

作[16] 。 标准化建设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方法,是
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县级图书馆总

分馆有效运转、提供均等化服务的重要保障。 2012
年以前,我国发布的基层图书馆标准规范较少,仅
有《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等少数标准在全国施

行。 2012 年,《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颁布,填补了

我国公共图书馆标准体系中服务标准的空白[17] ,
此后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随着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不断深入,国
家和地方性图书馆服务标准不断涌现,有效指导

总分馆的建设、运营和服务,实现服务供给的标

准化、均等化。 2020 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

发布《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为总分馆业

务规范化管理提供基本遵循。 各地也结合工作

需要,制定了总分馆相关标准和规范,如浙江省

《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设服务规范》、安
徽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信息化服务规范》为图

书馆行业发展以及总分馆建设提供了范本;佛山

市《联合图书馆体系建设管理规范》设计了“镇街

分馆”“中心馆直属分馆” “区总馆直属分馆”和

“其他分馆”等概念,对丰富分馆建设方式进行了

探索。 本文整理了近年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相

关标准规范主要情况(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

出,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包括服务、资源建设、业
务规范等主要方面;地方层面的标准深入到了乡

镇、街道,包括全天服务、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估

等内容,是对国家层面标准的细化和补充。 但从

整体来看,已有县级图书馆标准规范还存在不

足: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现有地方标准的制定,
东部发达地区走在前面,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
各地应因地制宜,在国家统一标准下,制定符合

本地发展需求的标准;二是与县级图书馆发展相

关的数字化、智慧化内容欠缺,影响县级图书馆

整体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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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2 年以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相关标准规范主要情况一览

层级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实施日期 主要内容和特点

中
央
层
面
制
定
的
标
准

公共图书馆服务

规范
GB / T

 

28220—2011 2012-05-01
对服务资源、服务效能、服务宣传、服务监督

等作了明确规定,但仅适用于县(市)级及以

上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数字资源

统计规范
WH / T

 

47—2012 2012-12-01
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馆藏、服务、设施和经

费进行统计,是积极适应数字资源发展的有

益实践。

公共图书馆评估

指标
 

第 3 部分:
县级公共图书馆

WH / T
 

70. 3—2015 2015-04-01
确定了县级公共图书馆设施设备、经费人员

等 6 方面的评估指标,为全国县级公共图书

馆的评估提供了指标依据。

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业务规范
WH / T

 

89—2020 2021-01-01
对总分馆体系业务档案进行妥善保管、开展

业务数据分析,编制本地区总分馆体系年度

报告并及时公开等业务作了具体要求。

公共图书馆业务

规范
 

第 3 部分:
县级公共图书馆

GB / T
 

40987. 3—2021 2021-11-01
建立了县级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指标体系,
县级公共图书馆标准建设更加完善。

地
方
层
面
制
定
的
标
准

公共图书馆服务

规范
DB33 / T

 

2011—2016 2016-06-26

将浙江省包括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
公共图书馆在内的五级公共图书馆纳入适

用范围,首次提出建立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提供 24 小时自助服务。

公共图书馆
 

总分

馆
 

数据接口规范
DB34 / T

 

2837—2017 2017-04-30
确定了安徽省图书馆业务信息化系统之间

的数据接口规范,为图书馆总分馆数字化建

设提供参考。

公共图书馆中心

馆—总分馆建设

服务规范

DB33 / T
 

2180—2019 2019-02-15
规定了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

建设服务要求,明确了中心馆、总馆、分馆的

定位,为推进总分馆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

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 信 息 化 服 务

规范

DB34 / T
 

3355—2019 2019-08-01
规定了安徽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信息化服

务基本要求,推动地方进行总分馆信息化服

务探索。

乡镇(街道) 图书

馆 建 设 与 服 务

规范

DB3302 / T
 

1074—2018
2018-06-21

规定了宁波市乡镇(街道)图书馆统一的建

设规范和绩效评估尺度,是全国首个乡镇图

书馆地方标准。

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智慧服务云平

台服务规范

T / GZBZ
 

14—2021 2021-10-01

广州市越秀区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智

慧服务云平台服务相关要求,是全国首个适

用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智慧服务云平台服

务和管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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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层级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实施日期 主要内容和特点

地
方
层
面
制
定
的
标
准

联合图书馆体系

建设管理规范
DB4406 / T

 

9—2021 2021-12-28

佛山市设计了“镇街分馆” “中心馆直属分

馆”“区总馆直属分馆”和“其他分馆” 等概

念,将“智能图书馆”纳入总分馆体系,为分

馆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导。

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纸质文献业务

规范

DB5116 / T
 

7—2021 2021-12-30

规定了广安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设

置及中心馆、总馆、分馆和服务点所承担的

不同职责,是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领域

首个地方标准。

图书馆总分馆制

管理服务规范
DB4110 / T

 

45—2022 2022-07-01
规定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管理规范,解决了

许昌市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服务等

方面不规范的问题。

2. 2　 设施网络建设

2012 年以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设施水平不

断提升,图书馆总馆和分馆数量逐年增多,馆舍面

积增幅较大。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县级图书

馆 2
 

790 个,比 2012 年增加 107 个;馆舍面积

1
 

032. 32 万平方米,比 2012 年增加 451. 84 万平方

米,增长 77. 8%,年均增长率为 6. 61%。 公共图书

馆阅览室面积呈现稳步增加的态势,占馆舍面积的

比例也逐年增加。 县级图书馆分馆数量明显增长,
从 2012 年的 7

 

380 个增长至 2020 年的 3. 2 万个,增
长近 4. 4 倍(见图 1),实现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县

以下广大基层地区的进一步延伸[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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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 2013—2018 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 2019》、2020—2021 年《中国文化文

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图 2、图 3、图 5 至图 7 数据来源同图 1。

图 1　 2012—2020 年县级图书馆总分馆设施情况

　 　 县级图书馆设施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分馆

设施建设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一是网络规划布

局亟待优化。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图书馆

不仅要服务县辖区的群众,还要兼顾乡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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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服务要从县城“走到”乡村。 农家书屋作

为深入乡村地区的“精神粮仓”,也是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文化阵地,推动

基层文化阵地资源整合,将农家书屋纳入图书

馆总分馆建设是大势所趋。 从当前情况看,有 5
个省市未将农家书屋纳入总分馆体系建设,有
15 个省市将部分农家书屋纳入总分馆建设。 图

书馆总分馆设施布局离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尚有

差距,一些社区、农村等基层地区的民众还未纳

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服务范围内。
二是分馆建设仍有很大潜力。 总分馆实现

均等化服务是以按人口和需求科学规划布局分

馆建设为前提的[19] 。 根据 2020 年底人口总数

来看,我国平均 45 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与需求

相比,目前图书馆数量还略显不足。 从县级总

馆的层面来看,目前已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
从分馆实际建设情况来看,主要是依托文化和

旅游系统及高校、科技馆等其他系统或政府机

构建设。 根据 2022 年调研数据整理分析发现,

依托文化和旅游系统建设的分馆与依托其他系

统建设的分馆比例大约为 7 ∶ 3①,可见当前县级

图书馆分馆建设局限在文化和旅游系统内,引
导鼓励系统外单位和机构参与分馆建设还有很

大潜力。

2. 3　 资源建设和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县级图书馆馆藏资源建

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文献资源、电子图书

等藏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数字化水平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 2020 年,全国县级图书馆总藏量

为 60
 

960. 23 万 册 ( 件 ), 比 2012 年 增 加

26
 

687. 91 万册(件);全国县级图书馆新增藏量

4
 

355. 87 万册(件),比 2012 年增加 1
 

488. 4 万

册(件),增长 51. 91%。 2012 至 2020 年,全国县

级图书馆网站访问量增长迅速,2020 年的网站

访问量是 2012 年的 4. 7 倍,较“十二五”期间的

最高点(2014 年)增长了 80. 96%,群众线上文化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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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20 年县级图书馆藏量和网站访问量

　 　 从服务效能方面看,2020 年,全国县级图书

馆总流通人次达到 33
 

716. 37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加 9

 

915. 92 万人次;2019 年总流通人次达

53
 

350. 31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加 29
 

549. 86 万

078

① 根据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基本情况问卷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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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增长 1 倍多。 2012 至 2019 年县级图书馆

总流通人次呈现逐年稳步上升趋势,2020 年受

疫情影响,较 2019 年大幅下降,总流通人次基本

回到 2015 年的水平。 2012 至 2020 年,全国县

级图书馆书刊文献外借人次、册次增长情况与

总流通人次呈现的趋势基本一致(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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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2020 年县级图书馆服务效能

　 　 总体来看,县级图书馆在资源建设和服务

效能方面成绩突出。 与此同时,面对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县级图书馆总分馆资源

建设和服务还面临以下困难。
一是人均藏量仍需进一步提升。 2020 年,

县级图书馆馆均藏量 21. 85 万册(件),比 2012
年增加 9. 08 万册(件),其变化趋势与总藏量基

本保持一致。 根据国际图联的推荐标准,公共

图书馆藏书量应为人均 1. 5 至 2. 5 册(件)。 而

2020 年我国人均拥有图书仅为 0. 84 册(件),虽
然较 2012 年的 0. 58 册(件)已经有所提高,但
与满足社会公众读书看报的基本文化需求还有

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县
级图书馆的农村基层科技信息资源较少,资源

种类不够丰富,农用、科普、指导农民创收等专

业性的资源有待增加并及时更新。
二是地方文献资源应进行统一管理建设。

《公共图书馆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政府设立的

公共图书馆应当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保存

和传承地方文化。 因此,地方文献服务是公共

图书馆的法定业务职能。 地方文献综合反映一

个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物传记、名胜古

迹、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情况,既具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图书馆最完

整、最广泛、最有序地保存和记录着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和文化,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使命[5] 。
县级图书馆处于省市馆与乡镇馆之间,具有承

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并且在基层公共图书馆体

系中分布最多,应该承担地方文献建设的责任。
但就目前管理模式看,很多地方文献散落在图

书馆、史志办、村史馆等各类机构中,未纳入总

分馆管理体系;另外,对地方文献资源数据的统

计工作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服务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 目前,全国

县级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以讲座、展览、
培训等线下读者活动为主。 据统计,2020 年,全
国县级图书馆举办各类讲座、展览、培训等读者

活动 105
 

286 个(次),比 2012 年增加 52
 

095 个

(次);参与读者达 4
 

874. 89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

加 2
 

931. 897 万人次(见图 3)。 在新的技术环境

下,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不断涌现,微博、微信等媒

体平台迅猛发展,多媒体资源取代传统图文信

息,获得青睐[20] 。 读者对线上服务和资源的需求

大幅增加,传统的纸质资源逐渐无法满足图书馆

用户的阅读需求,建设智慧化、网络化图书馆,提
供沉浸式、参与式服务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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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专业队伍建设

《公共图书馆法》第十九条规定,公共图书

馆应当根据其功能、馆藏规模、馆舍面积、服务

范围及服务人口等因素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2020 年,全国县级图书馆共有从业人员 33

 

882
人,比 2012 年增加 1

 

954 人。 2012 至 2020 年,
全国县级图书馆专业技术人才正高级职称占比

从 0. 55%提升至 0. 86%,略有上升;副高级职称

占比从 6. 87%增长到 11. 16%,增长 4. 29% (见

图 4)。 虽然近 10 年间全国县级图书馆专业技

术人才规模基本维持稳定,但高级职称人数不

断增加,占比不断扩大,人员素质结构进一步

优化。
但相较于县级图书馆设施面积和财政拨款

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较为缓慢(见图 5)。 面

对不断扩大的服务半径、不断增多的经费投入、
不断提升的服务人次,从业人员增长缓慢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

0.55% 6.87%

45.52%
47.06%

2012Ä×Ò¼ÊÈ²Ö³±À
0.86%

11.16%

45.47%

42.50%

2020Ä×Ò¼ÊÈ²Ö³±À

Õ¸ Ö³ !¸ Ö³ " Ö³ ÆË

注: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3》《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21》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图 4　 2012 年与 2020 年县级图书馆专业技术人才占比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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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2019 年县级图书馆馆舍面积、经费投入、从业人员、总流通人次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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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馆制一般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建设,需
要配备相应人员,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编
制等因素影响,县级图书馆管理人员短缺,服务

人员不足,部分分馆由志愿者承担图书管理工

作,但志愿者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服务意识各有

差别,致使分馆服务效率受到影响,难以满足群

众需求。 在从业人员培训方面,受疫情影响,
2020 年起县级图书馆受训人次大幅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图书馆工作人员能力提升,也
降低了县级总馆工作人员对分馆的指导力度。
县以下基层人才培训虽呈现增长态势,但与分

馆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相比,培训力度仍然较小,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

设。 2015—2020 年县级图书馆从业人员培训情

况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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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20 年全国县级图书馆从业人员培训情况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县级图书馆建

设水平大幅提升,总分馆建设卓有成效。 与此

同时,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为实现乡村文化振

兴,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水平需要进一步提

高。 一是县级图书馆作为总馆,在基层文化建

设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总分馆制中起到中心作

用,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基层统筹能力;二是分馆建设还未全

面铺开,作为总馆延伸至乡村、社区的触手,其
布局状况制约着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文化振兴

中的影响力;三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创新性不

足,线上服务形式过于单一,弱化了基层文化阵

地对当地群众的吸引力;四是县级图书馆专业

人才短缺、专业性弱化是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

“深水区”,“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问题,已成

为乡村文化振兴乃至乡村振兴的“隐忧”。

3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发展建议

在我国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架构

中,县级政府是具有较为完整的行政和财政能

力的基层政府[21] 。 当前,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推
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行之有效的方式就

是总分馆制。 总分馆制建设从本质上说是组织

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应发挥各级政府在总

分馆建设规划、组织和推进方面的统筹作用,优
化县域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完善配套措施,鼓励

社会参与[22] 。 县级图书馆作为总馆,能够充分

发挥带动、辐射作用,与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
农家书屋等分馆或基层服务点形成上下联动、
协同发展的良好模式。 为此,应以县级图书馆

总分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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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从标准建设、设施建设、内容供给、经费保障

等方面着手,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由文化和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加快县

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管好阵地,用好阵地,保
证图书馆“有钱办事、有人管事、能办好事”,推
动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更

大作用。

3. 1　 完善标准体系,落实业务规范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

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建

设、管理、服务和评价标准规范,健全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标准化建设是县级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实现有效运转、服务均等化的基本

保障。 从全国来看,县级图书馆总分馆的标准

化建设逐步完善,重点应加强运行管理与服务

标准体系建设,分类制定标准,进一步推动总分

馆标准化建设。
(1)分类制定统一标准。 应明确总分馆建

设的基本条件,包括成为总馆的条件、业务指导

的类型、可调配的资源范围与种类,以及分馆的

基本服务能力。 从馆舍选址、设施设备、资源建

设、保障条件、服务提供、管理运行等方面建立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标准,推动总分馆建设标准

化发展。
(2)统筹建立标准体系。 一是研究制定图

书馆总分馆馆藏业务规范,规范总分馆馆藏要

素标准,对业务服务标准提出明确要求。 二是

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数字资源

业务也将逐步增多,应加快研究智慧化、数字化

管理规范,防止单纯以网络互联冠以“数字总分

馆”来取代总分馆。 三是制定动态评估标准。
按照“能上能下、有进有出”的原则,结合标准和

规范实施效果、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等因素,制定总分馆动态评估标

准,开展总分馆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和评估。
(3)强化标准和规范落地执行。 2021 年制定

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是当前县级图书

馆总分馆业务管理的基本规范。 文化和旅游行政

主管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各级政府对照业务

规范主要环节,以总分馆业务工作定性、定量指标

为目标,分级完成总分馆业务,形成以县级馆为总

馆,乡镇(街道)文化站为分馆,农家书屋、社区服务

中心为服务点,流动服务和借阅服务为补充的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业务管理体系。

3. 2　 完善基层网络,优化设施布局

图书馆设施是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硬件环

境,提升总馆设施建设水平,能够为总馆发挥统

筹协调、组织指导、服务援助作用提供基本条

件。 依托具备条件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以及旅游设施、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等设立图书馆分馆,可丰富建设方式和

渠道。
(1)提升县级图书馆设施建设水平,强化总

馆统筹能力。 中央政府层面应研究制定县级图

书馆提档升级规划。 按照国家颁布的《公共图

书馆建设标准》,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文化和旅游

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对未达到标

准的县级图书馆进行改扩建,使全国所有县级

地区都建有设施达标、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公

共图书馆。 地方政府层面应按照“全面覆盖、重
点聚集”的原则,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以方便

群众使用为目标,将县级图书馆设施重点向人

口相对密集的区域集中,使公共图书馆与人口

集聚进程相匹配。
(2)积极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丰富分馆

建设方式。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指出“鼓励将符合条件的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作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分馆”,为丰富

分馆建设方式提供了方向。 一是按照“图书馆+
旅游”思路,打造多业态融合公共文化空间,在
符合条件的景区设立图书馆分馆,充分利用旅

游信息咨询室、特色旅游活动宣传空间、游客阅

读休憩空间、文化创意产品展销室、导游导引服

务点等,推动文化和旅游设施共建、共用、共享。
二是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总结“城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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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文化驿站”等成功经验,在都市商圈、商业

综合体、大型住宅小区、咖啡厅、茶楼、酒吧、历
史文化街区、艺术培训机构等区域,打造“嵌入

式”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社会力量一直是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23] ,
“城市书房”“有声图书馆”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是近年来诞生的新事物,是社会力量参与县级

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各级文化主

管部门应协调文化企业、行业协会、社团组织、
志愿团队等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引导

社会力量为多业态融合和嵌入式公共文化空间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更新图书资源、提供文化

资讯。
(3)探索建设“区域分中心”,优化设施网络

布局。 鼓励将人口相对集中、工作基础较好的

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建设为覆盖周边乡镇

(街道)的“区域分中心”,基层服务点可以选择

设在人口相对聚居的村、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推动将农家书屋纳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

建设。 同时,流动图书车具有深入偏远乡村、社
区开展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的边疆

民族地区,作用更加凸显,因此,流动图书车可

以作为总分馆设施布局的一种补充方式,确保

图书馆服务渠道进一步拓展,延伸图书馆服务

半径,使图书馆更接近基层群众[24] 。

3. 3　 加强资源保障,丰富服务内容

智慧社会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和

时代挑战[25] 。 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

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

供给体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我国数字

化水平的提升,文献信息日益以数字化形态出

现,图书馆对物理空间的依赖度逐渐降低,信息

技术逐步成为推动图书馆进步的重要力量[26] 。
县级图书馆应主动适应公众阅读习惯和媒介传

播方式的变化,向网络化、智能化迈进,向更高

水平、更精细、更智慧的服务拓展。
(1)加强信息互联互通互融。 纵向上,以县

级图书馆总馆为中心枢纽,对上逐级对接市、
省、中央各级数字文化平台,充分参与到国家公

共文化云、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建设中,提升公共数字文化供给能力;对
下实现与各分馆数字资源的畅通对接,科学合

理整合资源,搭建资源上下联通、共建共享的网

上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覆盖面,实现“同步共享、
实时共享”。 横向上,实现与其他政府部门、工
青妇群团组织及相关社会力量的融合对接,统
筹各级、各部门、各领域信息资源,丰富文化供

给内容。
(2)丰富馆藏资源内容建设。 阅读资源对

民众的吸引力对于图书馆尤为重要,是各级图

书馆提供文化服务的重点。 图书馆资源具有吸

引力的途径之一就是馆藏资源要有一定规模,
同时,新书占比也是重要条件。 根据国际图联

建议,小型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最少不低于

2
 

500 件,并应常年更新[27] 。 随着阅读方式的不

断转变,信息获取方式更加多元化,提升县级图

书馆的吸引力,要创新文化表达、展现方式,推
动纸质文献资源升级,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表

现形态、丰富数字内容。
(3)升级线下和线上服务空间。 图书馆在

数字化建设中应注重虚实结合、线上线下互动。
在县级图书馆应用沉浸式、立体式感官体验等

新型业态,搭建数字化文化体验线下场景;升级

数字化平台,实现总分馆之间资源补充更新,资
源供需精准对接,信息数据实时传输;通过互联

网对接各方信息,搭建交流平台,推动县级图书

馆将自身工作重点、服务方向、资源建设向下推

动,向城乡基层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通过数据采集、存储、
处理、可视化技术,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手段,提供“订单式” “菜单式” “预约式”公

共文化服务,对接差异化供需两端,让图书馆资

源内容更满足公众需求、更贴近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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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拓宽投入渠道,加强经费保障

稳定的经费是公共图书馆提供正常服务的

必备条件之一。 从经费投入模式看,县级图书

馆是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中央政府给予

一定的补助资金,如免费开放资金;地方政府财

政拨款是保障县级图书馆日常运转的重要资金

来源。 由于部分地区县级政府财力有限,投入

较少,县级图书馆无法获得充足的经费保障,甚
至有的县级图书馆全年经费只能满足基本正常

运转和人员工资,设备更新维护、数字资源建设

等经费几乎为零。 2012 至 2018 年,县级图书馆

财政投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9 年开始财

政投入逐年降低,购书经费占财政投入的比例

从 2012 年的 11. 24%降低至 2020 年的 9. 33%,
财政投入逐步减少,县级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占

比进一步降低(见图 7)。 乡村两级的分馆更是

没有固定的预算安排,制约了县级图书馆总分

馆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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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2—2020 年县级图书馆财政投入和购书经费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公共文化

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明确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涉及的读书看报等事项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

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因此,各级政府应健全投入机制,引入社会力

量,构建“多级投入、集中管理” 的资金投入渠

道,确保财力保障稳定。
(1)保证公共财政有效投入。 公共图书馆

具有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必须由政

府投入来维持其正常运转[28] 。 国家财政投入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有两条途径,一
是中央政府增加投入,提升文化事业费在中央

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二是地方政府履行主体责

任,将公共文化建设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资

金保障。 因此,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也应按

照“中央引导、地方统筹”的原则,依据“一级事

权、一级财权”,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责任,以地方

投入为主、中央补助为引导,为公共图书馆健康

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同时,健全公共图

书馆财政投入评价体系,合理选取绩效评价指

标,对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绩效进行量化,确保

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在刀刃上。
(2)适当提高免费开放补助标准。 目前,我

国县级图书馆仍然按照 2013 年规定的每馆每年
 

20
 

万元的标准进行补助,按照 2020 年新修订的

免费开放补助标准,中央补助比例有所调整[29] 。
考虑到目前人力物力成本较 2013 年均有较大提

升,当前补助标准难以满足免费开放工作需求,
免费开放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确保基本公

共服务的长期内容[30] ,因此,文化主管部门应积

极向财政部门争取适当提高免费开放补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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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地

方资金、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 各级政府

要逐级落实免费开放资金,用于县级图书馆提

供借阅文献和资源、检索信息,开展大众喜爱的

阅读推广活动,举办具有公益性质的讲座和展

览,辅导提升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能力,进行流动

图书服务、送书下乡等,满足县级图书馆免费开

放工作需求。
(3)加大对中西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投入

力度。 2022 年底,财政部印发《中央支持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补助资金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农村地区倾斜,为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经济不发达、交
通不便利的地方,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导
致公共服务事项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度较高。 因

此,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县级图书

馆、农家书屋、乡村文化中心应是补助资金优先

考虑的支出方向,要优化地域支出结构,缩小地

区发展差异,发挥公共财政在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的“托底”保障作用。 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

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

的模式[31] ,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然可以依托

文化志愿服务项目,组织一支志愿服务队伍,深
入边远地区开展文化活动,有效弥补基层文化

人才短缺的问题。

4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县级图书馆为乡村

地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触角应更加深入,范围

应更加广泛,这对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提出

了更高要求,也为进一步推进总分馆制发展提

供了机遇。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主动承

担行业指导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抓住乡村振

兴战略机遇,明确自身责任,完善标准体系,优
化设施布局,创新服务内容,加强队伍建设,保
障资金投入,提升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和协同发

展,建设“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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