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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等九部委发

起的以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倡导读书、传播

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文化系统

工程——知识工程, 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

开。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青少年是知识

工程的重点。

我国 12 亿人口, 9 亿在农村。“没有农村

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

和全面进步; 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人

民的小康;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

民经济的现代化”[1 ]。搞好农村的两个文明建

设, 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

伐, 顺利实现“九五”规划和 2010 年的远景目

标, 意义十分重大。

1　解决贫困问题, 必须以提高贫困地

区的人口素质为主要任务, 实施文化扶

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农村的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依靠

党的富民政策和勤劳的双手, 走上了脱贫致

富之路。全国绝大部分农村人口甩掉了贫穷

落后的帽子, 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达到或即将

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 我国农村, 尤其是老 (革命老区)、

少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 (边疆地区)、山

(山区)地区, 长期以来受地域、气候、人文、历

史以及种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自然条件恶劣,

自然资源匮乏,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至今仍

有 5800 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尽管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扶贫作为大事来

抓, 扶贫力度不断加大, 但在短时间内, 在全

国范围内消灭贫困, 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贫困地区的贫困主要是指经济贫困, 其

实, 这只是一种表象, 其背后深藏着文化贫困

的特质。据调查, 贫困地区农村的文化生活单

调, 仅有 1%～ 2% 的人能正常看书、看报; 许

多地方没有电影、电视、报纸和健康的文体活

动, 而封建落后的文化却很盛行。尤其是在农

闲时, 一些农民精神空虚, 寻找刺激,“只好靠

过基督教礼拜天、家族聚会、婚丧嫁娶的大吃

大喝, 以及修坟造墓、聚众赌博、淫荡色情、装

神弄鬼这些格调粗俗、封建迷信的东西来消

遣”[2 ] , 农村社会风气严重污染, 亟待净化。经

济的贫困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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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原有的青壮年文盲还没有扫除, 新的青少

年文盲群体又在崛起。多少年来, 儒家文化思

想和传统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贫困地区封建落

后的小农意识和“贫困的价值观”, 具体表现

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安贫乐道、

得过且过的幸福观; 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

产观; 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 血缘伦

理、重文轻利的道德观; 不求更好、只求温饱

的消费观; 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 老

守田园, 安土重迁的乡土观; 多子多福、香火

旺盛的生育观”[3 ]等等。这些消极落后甚至是

封建愚昧的价值观僵化和束缚了人们的手

脚, 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 使之“身在

贫中不知贫, 安于现状混春秋”[4 ]。贫困地区

农民生产经营的分散化和从事职业的复杂

化、多样化, 使他们集体观念淡薄、私有意识

增强。陈旧落后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导致了农

民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下降。由于文化

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贫困地区农民的

专业知识和科学技能更是缺乏, 基本上靠祖

辈们口耳相传的经验从事传统农业, 农村产

业中的科技含量极低。

贫困地区的这种现状, 形成了两个恶性

循环。第一, 贫困地区经济贫困, 严重制约着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而教育、科学、

文化事业的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

展。第二, 贫困地区的人们往往安贫乐道, 尤

其是这里的一些干部“等、靠、要”的思想严

重。他们年复一年地伸手向政府要钱要物, 却

不考虑如何自力更生、同心协力、励精图治、

艰苦奋斗地发展本地的生产。越是这样就越

滋长惰性, 结果使贫困地区更加贫困。分析这

两种难以脱贫的恶性循环的根源, 正如著名

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影响人的贫困或者富

裕的决定性因素是人, 是人的自身素质。”因

此, 要解决贫困问题, 必须着眼于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 从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即人

的方面入手, 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为根

本目的, 实施文化扶贫。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

从给衣给食的救济扶贫、给钱上项目的“开

发”扶贫向扶文扶智的“造人”扶贫转化, 才能

达到对贫困地区观念、信息、智力等人力资源

的综合开发, 从而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 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内在动

力, 真正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的新机制。

2　实施文化扶贫, 图书馆应唱主角, 必
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

文化扶贫, 作为文化主体的图书馆责无

旁贷。各级各类图书馆是社会公益型的文化

教育机构, 应是文化扶贫的先锋。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中, 图书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基地, 通过向读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道德、法制教育,

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培养

“四有”新人。图书馆又是为科学研究和经济

建设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场所, 对促进科技

进步、振兴经济、脱贫致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图书馆开展文化扶贫, 就是要解决贫困地

区看书难、求知难的问题, 送书下乡, 送“宝”

上门, 使越来越多的人多读书、读好书, 用好

书, 在广大的贫困地区营造崇尚知识、崇尚文

化、崇尚科学的浓郁氛围。图书馆通过以书刊

为媒介的文化扶贫, 既能实现江泽民总书记

倡导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

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

鼓舞人”, 又可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产品开

发、项目选择、经营决策和致富信息送到千家

万户, 推动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文化扶贫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1) 提高

农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图书馆拥有大

量的书刊资源, 这是文化扶贫的物质基础。应

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利用所藏书刊

对农民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的教育。同时, 要按照国家每年颁布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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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工程”推荐书目, 开展各种类型、不同规模

的读书活动, 采取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组织阅读, 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进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 进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进行职业道德、社会

公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教

育。积极向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提供丰富健

康的精神产品, 包括图片、画册、文艺书刊、幻

灯片、录像片等等, 进行法制教育。要通过各

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使广大农民不断提高政

治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制腐

朽没落的文化垃圾污染, 净化社会风气。图书

馆应加强与贫困乡镇的文化站、学校等单位

的联系, 通过举办展览、举办报告会, 大力宣

传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以及本乡

本土脱贫致富的典型经验, 引导广大农民务

实敬业、开拓进取、艰苦奋斗, 树立远大理想

和崇高目标, 勤劳致富。

在不断提高农民思想素质的同时, 还要

加强文化素质的建设。图书馆是一个“没有围

墙的大学”, 应积极配合贫困地区普及九年制

义务教育, 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扫盲工作, 有

计划有重点地选购一些针对性强、使用价值

高、能适合广大农村读者阅读的书刊资料, 如

学习参考材料、科普读物、识字课本等。有条

件的图书馆还可以为低水平的读者办培训

班、助学班, 搞些讲座, 组织一些读书识字活

动。

(2) 增强农民的致富能力。首先, 要使农

民更新观念, 确立商品意识。脱贫致富的实践

证明, 只有换了“脑袋”, 才能富了口袋,“死”

种田不可能发家。市场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

济体制, 它对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三产业提出

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些贫困户对此还没有

完全适应, 或者不会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去发

财。所以, 图书馆要加强市场经济方面文献的

收集和服务, 指导贫困地区农民把握市场经

济的本质特征、正确领会市场经济规律的要

义、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法规, 使他们真正从计

划经济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其次, 图书馆加

强调查研究, 摸清贫困地区的农业特点、资源

概况、乡镇企业等发展情况, 有针对性地为农

民提供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科学致富所需要

的资料, 加强信息服务。要把送科技下乡、送

信息上门作为文化扶贫的重点, 为农民提供

他们所急需的有关作物栽培方法、病虫害防

治、水产养殖、畜禽饲养、良种推广、农副产品

加工等各种实用技术资料。要采取重点服务、

定点服务、跟踪服务、及时服务的方式, 为贫

困地区的农民编印和发放通俗易懂、适用对

路、具有“吹糠见米”作用的短、平、快的科技

信息资料, 提供产品销售渠道, 举办科技信息

展览, 解答科技信息咨询, 播放技术资料录

像, 开办技术信息市场, 定期召开信息发布

会, 并利用橱窗、阅报栏、墙报、黑板报等宣传

阵地经常报道有关动态, 使农民广泛接受时

代信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使他们传统落

后的观念、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

被改造、被更新, 使他们生产有方、销售有路、

致富有门。为了使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在

文化扶贫中, 图书馆应围绕调整传统的产业

结构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利用馆藏

资料和视听设备, 从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

发, 根据农户的需要, 面向市场, 聘请农业技

术人员, 定期举办专业培训班, 培训技术骨

干。

文化扶贫, 是通过文化途径而发挥文化

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推动贫困地区社会

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必将产生巨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许多事实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据报道,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

岳西县是有名的贫困县, 而这个县的莲云乡

则更加贫困, 1987 年全乡人均收入只有 192

元, 农民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在省委负责同志

的批准下, 省直有关部门从 1987 年下半年

起, 对这个贫困山乡实施文化扶贫——开办

图书馆、设立阅报栏、举办实用技术培训中心

等。经过 8 年的努力, 这个乡的农民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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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落后的生产观念, 提高了科学文化素

质, 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 加快了脱贫致富

和奔小康的步伐。如今在莲云乡无论是干部,

还是群众, 无论是老人, 还是妇女, 过去那种

贫而安贫、无所作为的思想少了, 致富无路两

眼向上, 一切靠政府的想法也渐渐少了, 封建

迷信活动逐渐失去市场, 取而代之的是人人

动脑筋, 个人图致富, 村村讲发展的生动活泼

局面。这个乡文化扶贫的经验受到了省委、省

政府的肯定, 并在全省其他贫困地区得到推

广, 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导[5 ]。但是, 农民

富裕了以后, 忽视文化扶贫, 也会出现已经脱

贫的农民又“返贫”的现象。如冉光电同志在

《半月谈》1997 年第 19 期《百户农民“返贫”

调查思考》一文中说, 根据对贵州省德江县农

村 100 户贫困户重点调查解剖, 发现其返贫

的原因主要有 6 种, 其中不讲科学相信迷信,

弃农从邪听天由命的返贫户占调查的 13% ;

由于信息闭塞而对市场行情把握不准, 加之

缺乏农业科学技术而导致投资失败的返贫户

占调查的 12% ; 红白喜事讲排场, 为保面子

而返贫的约占调查的 10%。造成“返贫”的这

三种原因都与贫困户人的思想文化素质相

关。由此证明文化扶贫对脱贫致富是多么重

要。

3　加强硬件建设, 强化服务意识, 充分

发挥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的多种功能

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应该充分发挥自己

的优势。为了确保优势的充分发挥, 应该做好

两方面工作。一是搞好“硬件”建设。往往有

这样的情况: 一个地方经济贫困, 这个地方的

图书馆也贫困, 因此, 要搞好图书馆的文化扶

贫, 首先应搞好扶贫图书馆的工作。要强化政

府行为, 立足大发展, 争取大投入。上级主管

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县级图书馆应在经费投入

上开点“小灶”。同时, 要面向大社会, 寻求大

支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

建设, 变部门行为为社会行为。要想方设法在

贫困地区创建乡图书馆和村图书室。因为乡、

村图书馆 (室)身在农村, 情况最明, 服务最有

针对性、最便捷。二是搞好“软件”开发。县级

图书馆要重点面向贫困乡村, 坚持送书下乡,

送知识、送信息下乡, 并大力支持乡、村图书

馆 (室)的建设, 要组织捐书助农活动, 广泛接

收社会捐赠的科技、教育类新书, 为扶贫出

力。要强化图书馆的服务意识, 一切想扶贫之

所想、急脱贫之所急, 变封闭型为开放型, 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文

化扶贫中传播知识、传递信息、开发智力、培

养人才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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