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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乡村图书馆的“1 + X”建设模式

摘　要　所谓乡村图书馆的“1 + X”建设模式 ,就是一所省、市或高校图书馆支持、带动多所乡村

图书馆共同发展的模式。实施“1 + X”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完全可行的。实施“1 + X”模式要

有政府的支持 ,要坚持定点扶贫、藏书优质实用、服务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馆员本土化等原

则。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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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图书馆由传统型向数字型转变过程中 ,还有与搞

数字化同等重要的许多课题需要研究。例如 ,如何建设和

发展乡村图书馆 ,更好地为占全国人口 80 %的广大农村读

者服务 ,就是摆在图书馆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当前广大农村的图书馆事业建设 ,主要的不是数字化

问题 ,而是先把传统服务基础搞好 ,才能再图发展的问题。

为此 ,笔者提出了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的“1 + X”模式问题。

1 　“1 + X”模式的提出

所谓“1 + X”建设模式 ,用一句话表示就是 :一所省、市、

高校图书馆支持带动多所乡村图书馆共同发展的模式。

图书馆既要为特殊服务对象群服务 ,又要为普通服务

对象群服务。所谓图书馆为特殊服务对象群服务 ,是指图

书馆作为知识的传播机构 ,要为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高

级教学科研人才服务 ,为国家高科技发展和学术研究作贡

献。所谓图书馆为普通服务对象群服务 ,是指图书馆还要

注重服务于城市和农村的普通读者 ,为提高全民素质作出

贡献。尤其是对农村读者的服务 ,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着 9 亿多农民 ,他们的整体素质的

优劣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现代化能否早日实现和我国的

综合国力能否尽快提高。因此 ,我们图书馆人的任务是 :既

要为数量不多的高精尖的特殊人才群体服好务 ,又要为众

多的普通大众服好务。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

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作为一个拥有 12 亿多人口 ,就有 9 亿多农民的中国来

说 ,我国图书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这 9 亿多农民 ,使限制我

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因素消除 ,以推动社会发展进

步 ,是摆在所有图书馆人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的责

任就是大力发展乡村图书馆事业 ,“1 + X”模式是发展乡村

图书馆事业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有省级图书馆 31 所 ,市级图书馆 372 所 ,高校图

书馆 1022 所。这些图书馆的藏书量都较多 ,服务设施较先

进 ,且拥有大批较高素质的馆员队伍。其服务对象群主要

为知识分子。就其服务对象的普遍性而言 ,尤其是对农村

读者 ,这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图书馆作出的贡献却不容乐观。

也就是说 ,这些省、市、高校图书馆除为自己的特殊对象服

务 ,仍有很大力量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广大农村读者开展服

务。通过“1 + X”模式 ,支援乡村图书馆建设 ,发展乡村图书

馆事业 , 就是间接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我国现有县级图书馆 2228 个。乡级图书室约 6900 个 ,

村级图书室约 120000 个。乍一看 ,数目竟如此之大 ,但仔细

一考察 ,名符“图书馆”之实者却为少数。因为除个别发达

省、市的乡村图书馆藏书较多、发展较快外 ,绝大多数省份

的乡村图书馆“门庭冷落车马稀”。造成乡村图书馆发展停

滞的主要原因有 :经济落后 ,购书经费严重不足 ,有的馆甚

至多年都没有投入 ,馆藏图书太破、太旧 ,无实用价值 ;服务

内容、形式单一 ,不能履行公共图书馆是“重要的信息枢纽”

和“人民的终身学校”的职能 ;乡村图书馆现有图书管理人

员专业素质低 ,服务态度较差 ,很难为读者提供导读服务。

由此可见 , 让现有乡村图书馆承担起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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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学知识和科教兴农的重任显然是不可能的。通过“1 +

X”模式来改变现有乡村馆的面貌 ,提高服务水平是十分必

要的 ,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 9 亿多农民中有近 213 亿文盲、半文盲 ;少数有文

化的农村青年大多都外出谋求发展 ,其余的多数文化素质

不高 ,许多人不懂科学 ,更谈不上崇尚科学。如此的农民文

化素质状况着实令人担忧 ,因为它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社会

主义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也阻碍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广大农村图书馆事业急待发展 ,广大省、市、高校图书

馆又有义务、有能力帮助农村馆发展 ,这就是推行“1 + X”模

式的基础。

2 　建立“1 + X”模式是必要的、可行的

211 　建立“1 + X”模式的必要性

我国 12 亿人口当中就有 9 亿多农民 ,如此大的比重决

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可不容乐观的是 ,全国 213 亿文盲、半文盲 ,5000

多万贫困人口又大都集中在农村 ,可见农民文化素质的低

下和农村贫穷落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贫穷落后的原因

除地理环境因素外 ,主要是因为农民缺少文化 ,思想保守。

而要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只有靠科技兴农 ,而科技兴

农的首要任务是用科学文化去武装人。然而 ,现有乡村图

书馆这所“人民的终身学校”又承担不了提高农民整体文化

素质和科技兴农的重任。县、乡镇图书馆直接为农民服务

的职能和重要地位 ,又不是省、市、高校图书馆可以简单取

代的。因为它扎根农村 ,所以它对农民朋友的服务最为便

捷 ,对农村图书服务的需求最为了解。它迫切地需要一股

力量的支持 ,这股力量短期内不可能来自中央和地方拨款 ,

而有可能是来自各省、市和高校图书馆。有了省、市、高校

图书馆的正确指导和适当支持 ,我国乡村图书馆的未来发

展将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由此可见 ,建立“1 + X”模式是

非常必要的。

212 　建设“1 + X”模式是可行的

首先 ,“1 + X”模式符合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图书

馆不管是作为传统型还是数字型都将长期的作为人们获取

知识的载体保留下去。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只要是渴求

知识的人 ,都希望从图书馆汲取精神食粮。因此 ,从图书馆

存在发展的长期性讲 ,“1 + X”模式是可行的。其次 ,科学知

识是广大农村朋友所渴求的 ,因为科学知识可以指导农业

生产实践 ,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而这种建设模

式恰恰能更快地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 ,更好地满足农民的

知识需求 ,是农民朋友求之不得的。所以说从农民朋友的

精神需求角度讲 ,从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 ,加强其“信息枢

纽”和“人民的终身学校”的职能讲 ,“1 + X”模式也是可行

的。第三 ,“1 + X”模式符合国家提高全民素质的政策导向 ,

尤其符合国家实行的扶贫政策。全国省市各行政单位乃至

各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扶贫任务 ,扶贫最好的

办法就是将年年向贫困农民的“输血”式扶贫变为提高农民

的“造血”功能式扶贫。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的教育扶贫、

兴办乡村图书馆的文化科技信息扶贫才是真正找到了扶贫

的根本。省、市图书馆 ,尤其是高校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

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又有国家扶贫攻坚政策的支

持 ,因此 ,“1 + X”模式从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方面讲 ,也是

可行的。

3 　建立“1 + X”模式的措施

笔者认为 :建立“1 + X”模式的途径主要是要有政府的

政策导向 ,要把握好 8 个方面的原则。

所谓政策导向措施 ,是指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出台

一个信息扶贫政策。具体讲 ,就是 :省级主管扶贫的部门将

原来省、市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一乡一村式的经济扶贫

对口单位 ,变换为多乡、多村式的信息扶贫的对口单位。这

样就能扬其信息扶贫之长 ,避其经济扶贫之短。如果是东

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的话 ,那么由国务院主管扶贫的部门

出台一个相应可行的政策即可。

建立“1 + X”模式需要把握的 8 个原则 :一是定点信息

扶贫原则。即由省图、市图、高校图书馆定点支持建设若干

个乡村图书馆 ,并建立起长期相对固定的信息扶贫关系。

二是辐射周边乡村原则。即以省图、市图、高校图书馆定点

支持起来的图书馆为中心 ,向周边乡村进行辐射式发展。

三是藏书优质实用原则。乡村图书馆不求其藏书量、规模

有多大 ,但求其馆藏之优质与实用。四是服务内容、形式多

样化原则。如收集和发布各种科技致富信息 ,邀请科技专

家举办各种培训班 ,开展咨询服务等等。五是信息服务网

络化原则。以科技致富信息为主导产品 ,以动态服务为主

要手段 ,与省、市、区、县科协、农科所、林科所 ,以及种子、化

肥、畜牧、水产等公司建立信息网络联系点 ,形成一个信息

服务网络 ,将实用信息资源汇集起来 ,全方位地为当地农民

服务。六是信息资源共享原则。一乡镇或相邻数乡镇的乡

村图书馆办理通用的借书和阅览证 ,实现从建馆初始就做

到资源共享。七是信息资源定期交流原则。各乡村图书馆

之间 ,要定期进行信息资料交流活动 ,互通有无 ,以降低办

馆成本 ,使信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八是工作人员本土化、

优化和勤培训原则。本土化原则 ,即要选各乡村图书馆所

在地热爱图书资料工作、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做乡村图书管

理服务人员。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农民朋友的精神需求 ,能

为农民朋友提供便捷的服务 ,而且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 ,还

能减少一些办馆费用。优化原则 ,主要是馆员的择优录用

原则 ,要强调工作人员的高素质 ,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图书馆

人 ,才能为农民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勤培训原则 ,

即对乡村图书馆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 ,学习业务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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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农业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以适应和满足广大农村读

者更高层次的需求。

此外 ,“1 + X”模式的建设还要求县乡人民政府和村委

会在思想上予以重视 ,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在经济上予以扶

持 ,在工作上予以支持。

建立乡村图书馆的“1 + X”模式是时代的要求 ,是图书

馆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是发展乡村图

书馆事业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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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版全文库检索系统的完善 ,其检索界

面也越来越友好 ,人们可随意使用自然语言或主题

词 ,灵活应用布尔逻辑、位置算符、截词符、字段检

索、限定检索等组配方式 ,快捷地获得理想的检索结

果 ,大多数数据库均提供全文检索。目前较流行的

文件格式为 PDF 和 HTML ,几乎上述所有数据库均

含有这两种格式。PDF 格式使人们以熟悉的印刷版

格式在网上浏览和下载 ,而 HTML 格式则让人们通

过 IE或 Navigator 等在网上直接浏览和检索 ,并可对

其内容进行块操作。考虑到网络版全文期刊流量

大 ,传输速度较题录或文摘型慢、国际通讯费贵等问

题 ,可由数据库提供商租用专线并支付国际通讯费。

UMI ,Ebsco , OCLC 等公司在提供全文服务时均租用

Digital Island 专线传输数据 ,并负责该线的维护和使

用。

3 　结束语

图书馆正依托网络和新颖的电子资源 ,建设数

字化馆藏。我们应充分利用 CAL IS (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体系) 引进的国外全文数据库 (侧重文理

科) ,并通过集团联合引进由国外著名出版商或信息

服务机构提供的医学类全文数据库。图书馆不能忽

视因特网上免费获取的全文期刊 ,也不排除向美国

国立医学图书馆之类权威机构申请原文传递服务。

应采取多元化方式建立基于 Web 的生物医学文献资

源保障系统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在因特网上直接

获取一次文献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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