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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农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信息服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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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农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

供信息服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 我国正在全面实施农村小康建设。

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为此提供各方面的服

务, 如派科技干部下乡、提供技术设备、提供

资金项目等。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是农业科

技信息中心, 更要紧密配合当前形势, 为农村

小康建设提供科技信息服务, 为振兴地方经

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根据农业产业结

构的需要, 很多农民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他

们如饥似渴地获取有效实用的科技信息。但

由于农村地理、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 造

成了科学技术短缺, 农业科技信息十分闭塞,

尤其是在边远山区, 这种现象更为突出。面对

这种情况, 农村县、乡 (镇)、图书馆 (室)、文化

站等显然势单力薄。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当地

的高等农业院校, 希望其能为农村脱贫致富

奔小康提供科技信息, 给予有力和适时的扶

持和帮助。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面向广大农

村, 为农村提供信息服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必须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 解放思想, 在保证

满足本校教学、科研对文献信息需求的基础

上, 跳出校园的圈子, 放眼广大农村。

以河北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 该

馆以农业文献为核心藏书、藏刊, 目前图书已

达 25 万册, 期刊 1000 余种, 具有丰富的农业

文献信息源。该馆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技

术队伍和先进的服务设备。凭借这些优势, 该

馆主动提出与昌黎县图书馆和农业科技部门

实行联合, 由于他们对广大农民用户的需求层

次内容了解得比较清楚, 两家合作, 能够形成

合力。该馆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同

时昌黎县委、县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2　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

供信息服务的实践
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向广大农民开放,

为农民脱贫奔小康服务, 必须有充足的信息

资源和畅通渠道, 使农民能够比较方便地利

用。图书馆工作人员经常走出馆门, 了解农民

的需求, 登门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几年来,

河北农技师院图书馆在为农村小康建设服务

中做了一些探索。

(1) 重视农村实用科技信息资源的开

发。农业报刊是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载

体, 其中农业科普类期刊又是农村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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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文献源。据统计, 目前共有农业科普期

刊 50 种, 占农业期刊总数的 10%。据 1987

年统计, 农业科普期刊的报导量为 24816 篇,

占当年农业刊物报导量的 32. 7% , 平均每种

农业科普期刊年报道 300—500 条农村实用

技术信息。其中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实用

技术情报为主要内容, 甚至包括农业工程、农

村能源、家电维修及第三产业的内容。它们具

有满足农村用户广泛需求的特点。此外各省

出版的农村科技报、致富信息报等也均含有

丰富的农村实用科技信息。

为了便于对农村用户进行服务, 该院图

书馆配备了具有相当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中筛选“农、林、牧、

副、渔、工、商、运”八大类农村实用技术信息,

并加工成索引, 输入计算机, 建立《北方农村

实用技术信息库》, 该数据库按分类号和关键

词两种途径进行检索查询。用户不仅可以在

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某项或某类信息, 而且可

以在该馆迅速查找到原文。

(2) 建立相应的协作网络。为了保证农

业科技信息传递的畅通和用户及时反馈各种

信息, 他们通过行政指派和聘请农村信息员

等形式组建了四级农村小康建设信息服务网

络: 一级为院图书馆、昌黎县图书馆、县科委

情报室; 二级为乡 (镇) 文化站、农技推广站、

土肥站等; 三级为各村的农业技术人员、信息

员; 四级为广大农民用户。各级网站都明确了

各自的职责范围和工作目标, 网络的中心设

在县图书馆。各级网之间经常保持联系, 定时

开展一些活动, 同时充分发挥二级网的骨干

作用, 点面结合。

(3) 建立农民科技信息服务档案。该院图

书馆和昌黎县图书馆通过全县 28 个乡 (镇)的

文化站、技术推广站发放“农业科技信息用户

联系卡”4000 余张, 收回 2000 多张, 在昌黎县

图书馆建立起了农民科技信息服务档案, 并定

期召开座谈会, 以便了解用户的需求, 分别进

行针对性的重点服务和专题服务。这一做法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例: 图书馆通过农民科技信

息服务档案了解到昌黎县泥井镇农业技术员

郝向臣正在搞水稻旱种试验时, 便注意搜集有

关资料, 发现《新农业》上有关于水稻旱种的报

道, 于是就把有关资料复印下来寄给他。结果

不但使他本人在水稻旱种的研究方面有所突

破, 而且他还在镇上办了 100 多人的培训班,

使这项技术在全镇推广。旱种面积由 1992 年

的 300 亩一下增加到了 2100 亩, 亩产量由

325 公斤增至 395 公斤。这一成果获 1995 年

度县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4) 帮助乡村创办图书室, 教农民掌握

农业科技信息。河北农技师院图书馆利用双

休日、节假日在县馆的配合下深入乡镇图书

馆 (室)进行业务辅导。重点放在如何为本乡

镇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做好信息服务上。该

馆先后三次挑选出 5000 多册农业科技图书,

无偿援助 6 个乡的图书馆, 来补充其馆藏不

足。还抓了乡 (镇)图书馆 (室)人员业务培训,

每年举办一期农村图书馆管理员培训班。

3　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
供信息服务的原则。
3. 1　加强领导、统一协调

我们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制

定出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信

息服务的有关条例, 以加强对农业院校图书

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信息服务的宏观指

导。各个院校图书馆则应根据本馆情况写出

书面报告提交校图书馆委员会讨论并上报主

管校长, 以引起学校各方面的重视, 纳入学校

的议事日程。图书馆必须加强对为农村小康

建设提供信息服务工作的具体领导, 由专人

负责, 以协调馆内各部门在此项服务中的相

互联系, 统一行动。农业院校图书馆还应与公

共系统图书馆联合研究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

信息服务问题, 以取得系统内、地区内图书馆

的协作与协调。

3. 2　从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要从本校性质和专业设置出发, 利用自

—88—

第 23 卷第 112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7 年 11 月
V o l. 23. N o. 112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N ov, 1997



己的优势, 发挥学校和图书馆两个方面的积

极性。二要从当地农村需要出发, 尤其要重视

本地农民急需的信息, 这样容易受到社会重

视, 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三要从本馆能力出

发, 一般小型馆的服务范围可以小些, 重点院

校和大型院校图书馆服务范围可以大些, 服

务层次可以高些。

3. 3　明确宗旨, 注重社会效益

农业院校图书馆在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

信息服务中, 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目前, 农业信息领域污染十分严重, 各种假冒

信息使农民深受其害, 信息工作人员在搜集

信息时要特别注意鉴别真伪, 对那些内容不

实, 似是而非, 没有明确出处的信息不要盲目

传播, 以避免伤农, 害农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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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 页) 　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

本, 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从产业经济角度来

看, 只有那些高收入弹性和高生产率上升率

的部门得以迅速增长, 而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的信息产业正是如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与实施, 会大大促进我国信息产业迅猛

的发展。

4. 3　加大信息产业政策的力度

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可以克服计划经济对

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的阻碍, 但同时我们也

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 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

地存在缺陷, 如出现一定盲目性, 使资源受到

破坏和浪费、引发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等等。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市场发育程度

较低, 市场体系还不健全, 以及与经济体制改

革相配套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 难免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一切, 政府的

宏观调控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制订产业政策是政府促进信息产业顺利

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知道, 日本作为二

战的战败国, 在短短几十年内, 不仅恢复了战

争创伤, 而且一跃跨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产业结构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跨越转换,

关键在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这种

颇具人为色彩的政策干预, 克服了转换过程

中的重重困难和障碍, 通过对幼小产业 (包括

信息产业)的扶植, 最终实现了赶超战略。

正确的产业政策可以把计划与市场、宏

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很好地协调起来。加大信

息产业政策力度对我国目前信息产业所面临

的工业化及市场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更具有特

殊意义。信息产业政策应包括信息产业结构

政策、技术政策、组织政策、区域政策等等。它

们的实施必将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优

良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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