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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1 年初,文化部和财政部启动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工作。 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标志着示范区(项目)创建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公共图书馆

如何抓住示范区(项目)创建的机遇赢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如何乘示范区(项目)创建之

势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在第二批示范区(项目)申报工作即将启动之际,本刊组织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中的图书馆”专题,以期对公共图书馆更有效地参与示范区(项目)创建有所启发和帮助。

示范区(项目)创建与公共图书馆发展

李国新

摘　 要　 抓住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的契机乘势而上,将会为公共图书馆在“十二五”时期的

发展赢得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示范区创建标准中的“公共图书馆指标”体现的导向和特点是:把提升服务能力、
改善服务效益作为重要内容;促进远程服务能力和流动服务能力建设;重点任务指标化推进。 第一批创建示范项

目中的“公共图书馆项目”有三种类型:总分馆体制的探索与实践;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基础建设;全民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参与示范区创建,首先要形成全面达标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保障条件,其次要提炼出在创建过程中重

点突破的问题。 公共图书馆打造示范项目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包括:免费开放环境中服务能力建设和服务效益提

升;建立科学合理的设施服务半径、覆盖面积指标,探索流动服务、数字服务与阵地服务的配置原则和标准;探索

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备和网络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一体化建设方案。 表 2。 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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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of Demonstration Plots(Projects)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Li Guoxin

ABSTRACT　 It will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 for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plot ( project) ． The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reflect in the demonstration plots’ creation standards are: enhancing service capacity and improving serv-
ice effectiveness as an important issu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mote services and mobile services; advancing inde-
xing of key task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ublic library projects薰 in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projects: exploration and prac-
tice of the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level public libraries; national reading ac-
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creating demonstration plots, public libraries need: first, to form a schedule, a roadmap and securi-
ty conditions that reach the standards; second, to identif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The prob-
lems that need special attentions include: improving service capability and efficiency in an open and free environment;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appropriate facility radius and coverage metrics, exploring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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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nd position services; exploring and utilizing equipment from the culture sharing project and the integration plan of
digital libraries and digital culture centers． 2tabs． 13refs.
KEY WORDS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plots． 　 Demonstration projects． 　 Public libraries．

　 　 2011 年初,文化部和财政部启动了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
目标是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的要求,在全国创建一批覆盖城乡、结构合

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在区域范围内整体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性、带动性、
导向性、科学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

目,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某一方面、某一构

成要素进行探索 [1] 。 按照规划,示范区和示

范项目的创建周期为两年,“十二五”期间全

国将分三批创建 90 个左右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180 个左右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中央财政按照示范区

西部地区 1200 万元、中部地区 800 万元、东
部地区 400 万元的标准,示范项目西部地区

150 万元、中部地区 100 万元、东部地区 50 万

元的标准给予经费补助。 通过示范区(项目)
的创建,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

路径,积累经验,形成制度,提供示范,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
2011 年初,在地级市人民政府自主申报示

范区、地级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主申报示范

项目的基础上,经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专家委员会独立评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审

核批准并向社会公示,31 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含
省直辖的县级人民政府、副省级城市所辖区人

民政府)获得示范区创建资格,47 个地级市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获得示范项目创建资格。 2012 年

3 - 4 月,文化部和财政部组织了对第一批示范

区(项目)创建单位的中期督查。 2013 年上半

年,将对第一批创建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城市

和单位进行验收,验收通过者,正式成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或示范项目。 2012 年下

半年,将启动第二批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创建资

格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都把创建示范区纳入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战略部署,明确要

求“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以此为标志,示范区(项目)创建由部门行为上

升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重点任务,引起了各

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创建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包括整体提升公共

图书馆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在内,因此,抓住创建

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机遇乘势而上,将会为公

共图书馆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快速发展赢得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

1　 示范区创建标准中的公共图书馆

指标

文化部制定了分东、中、西部的示范区创建

标准,获得示范区创建资格的城市在两年的创

建周期内应全面达到创建标准设定的指标,以
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创建标准主要涵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设施网络建设、服务供给、组织支撑、资金人

才和技术保障、服务评估 5 大方面。 东部地区包

括 30 个项目 95 个指标,中部地区包括 29 个项

目 90 个指标,西部地区包括 25 个项目 77 个指

标。 其中直接涉及公共图书馆的项目和指标见

表 1。
表 1 中的项目和指标充分吸收和转化了近

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成

果和经验,首先着眼于全面提升公共图书馆的

建设和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导向和特点也非

常明确。
第一,把提升服务能力、改善服务效益作为

重要内容。 在示范区创建标准中,提出了公共

图书馆建设的 5 大核心指标:①人均占有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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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示范区创建标准中直接涉及公共图书馆的项目和指标∗

项目 东部指标 中部指标 西部指标

1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设置率 100% 100% 100%

2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达标率
100% 达到部颁 2 级以

上标准

100% 达到部颁 3 级以

上标准

80% 达到部颁 3
级以上标准

3 人均占有公共图书馆藏书 1 册以上 0． 6 册以上 0． 4 册以上

4 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藏书 0． 04 册以上 0． 03 册以上 0． 02 册以上

5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平均每册

藏书年流通次数
1 次以上 0． 7 次以上 0． 5 次以上

6 年人均到馆次数 0． 5 次以上 0． 3 次以上 0． 2 次以上

7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标准配置

的电子阅览室

设置率 100%
达标率 100%

设置率 100%
达标率 80%

设置率 100%
达标率 80%

8
公共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农

民工、老年人、少年儿童、残疾人的

服务和活动

有活动区域、有设备资

源、有服务项目

有活动区域、有设备资

源、有服务项目
———

9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
100%实现,服务人次年

增 10%以上

100%实现,服务人次年

增 10%以上

100%实现,服务人

次年增 10%以上

10 公共图书馆周开放时间 56 小时以上 56 小时以上 56 小时以上

11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建立总分

馆制,实现通借通还

初步建立总分馆制,局

部区域试行通借通还

局部区域建立总分馆制

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模式

试点

———

12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流动服务

车配置率(每馆 1 台以上)
100% 80% ———

13 公共图书馆每年下基层服务 每馆 50 次以上 每馆 40 次以上 ———

14 数字图书馆服务
点击率和文献下载率高于

本省平均水平

点击率和文献下载率高于

本省平均水平

点击率和文献下

载率高于本省平

均水平

15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

数据库建设
3 个以上 ——— ———

16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
100% ,服 务 栏 目 5 个

以上
60% 50%

17
无偿划拨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

设施建设用地
100%实现 100%实现 100%实现

18 人均(按常住人口计算)文化支出 高于本省平均水平 高于本省平均水平 高于本省平均水平

19
地(市)、县级公共图书馆业务人员

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市级 70%以上

县级 80%以上

市级 70%以上

县级 80%以上

市级 70%以上

县级 80%以上

20
公共图书馆在职员工每年参加脱产

培训 15 天
70%单位达标 70%单位达标 70%单位达标

∗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标准》和“验收标准(征求意见稿)”整理。 “创建标准”
见:《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文社文发[2010]49 号)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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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藏书;②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藏书;③公

共图书馆藏书流通率;④年人均到馆次数;⑤数

字图书馆点击率与文献下载率。 第一和第二条

是对公共图书馆形成持续服务能力基础资源的

要求,第三至五条是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益的

要求。 没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基础资源,公共

图书馆就形不成基本的、持续的服务能力;没有

稳步提升的服务效益,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和价

值就无法充分体现。 示范区创建通过设定这些

指标,引导和推动公共图书馆走上科学、持续发

展之路。
第二,促进公共图书馆远程服务能力和流

动服务能力建设。 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

带动下,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水平居

于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前列。 但是,从整

体上看,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公共图书馆的

远程服务能力并不高,具体表现是基层公共图

书馆的网站设置率不高。 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

示,当年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可访问率不

足 20% ,其中地市级公共图书馆超过 50% ,而县

(市、区)级公共图书馆只有 13． 97% [2] 。 流动服

务是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又一短板。

2010 年,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通过流动图书车

服务的人次仅占总服务人次的 5% ,外借图书的

册次仅占总外借册次的 4． 3% [3] ,多数基层公共

图书馆尚未配备流动图书车,不具备流动服务

能力。 示范区创建标准对地县级公共图书馆的

网站建设提出了较高的指标要求,对东中部地

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车配置也提出了明

确要求,目的在于迅速弥补我国公共图书馆服

务中两大短板,为提升公共图书馆的远程服务

能力和流动服务能力作出示范。
第三,重点任务指标化推进。 公共图书馆

的“免费开放”、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把农民工

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工作,是十七届

六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部署的

重点任务,示范区创建标准对这些重点任务提

出了明确的、较高水平的量化指标,使重点任务

推进有标准,效果可核查。

2　 创建示范项目中的公共图书馆项目

在第一批 47 个创建示范项目中,与公共图

书馆直接相关的项目有 8 个(见表 2)。

表 2　 创建示范项目中的公共图书馆项目∗

创建单位 项目名称

1 浙江省嘉兴市 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2 湖北省荆州市 小太阳读书节暨全民阅读活动

3 湖南省衡阳市 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活动

4 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5 重庆市大渡口区 文化馆和图书馆总分馆制

6 四川省攀枝花市 大地书香新农村家园工程

7 陕西省铜川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体化建设

8 新疆克拉玛依市 图书馆联建、共享一体化服务体系

　 　 ∗根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名单的通知》(文社文发

[2011]26 号)附件 2 整理。

　 　 以上 8 个项目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制的探索与实

践。 嘉兴的“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是“嘉兴模式”的拓展和深化。 嘉兴

模式以“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

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为主要特点,在我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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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界有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代表了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较为成功的

探索,体现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发展方

向[4] 。 在创建示范项目过程中,“嘉兴模式”有

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所谓拓展,是把过去

在市本级实施的总分馆模式拓展到了包括五县

二区的“大嘉兴”范围;所谓深化,是在完善乡镇

分馆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村(社区)分馆建设、
移动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跨系统的图书馆联

盟建设、以乡镇分馆和村(社区)分馆为阵地的

社会资源整合。 为实现这些目标,嘉兴市政府

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创建示范项目的实施

规划。 重庆市大渡口区、陕西省铜川市和新疆

克拉玛依市的创建示范项目是西部地区多样化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重

庆市大渡口区按照“一个总馆 + 多个分馆 + 若

干服务点”的模式建设区域性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而且是图书馆和文化馆同时推进,在全

国范围内独树一帜。 陕西省铜川市根据西部的

实际情况,探索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体化的要

素主要包括:区县自主提出采购计划、各自支付

采购经费、统一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集中分类编

目、资源流动以集中模式为主、图书馆服务全市

协同合作。 新疆克拉玛依市是从建设联合编目

中心、共建共享各类数字资源做起,逐步实现统

一采购和通借通还。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就

是形成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国内外的历史和

现实都证明,总分馆制是形成服务体系的有效

形式,但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总分馆制的实现

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嘉兴的做法体现了创建示

范项目的创新性和带动性,而西部地区多样化

的实践,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形成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的有益探索。 在公共图书馆领域,
探索和实践服务体系建设的项目较多地进入第

一批创建示范项目,体现了事业发展的方向,也
体现了创建示范项目的导向。

二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的基

层公共图书馆基础建设。 广东省佛山市、湖南

省衡阳市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项目属于此类。
所谓基础建设,从几个项目涉及的内容看,主要

包括设施建设、资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比

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更关注基础资源建设。
如佛山市的“南海区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工程”,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人

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 1． 5 册以上,人均年增新

书 0． 06 册,人均到馆 0． 6 次以上,平均每册图书

年流通 1． 2 次以上[5] ,这些指标已经高于示范

区创建的东部标准。 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

关注设施和队伍建设。 湖南省衡阳市的“公共

文化服务进社区”项目,首先解决的是公共文化

设施进社区:在全市 23 个街道建设文化站,176
个社区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街道文化站具

备“三室一厅一房” (图书阅览室、培训教室、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多功能活动厅,办
公用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具备“二室一场三

配套”(图书阅览室、文化娱乐室,小型文化活动

广场,设备配套、队伍配套、活动配套) [6] 。 通过

项目实施,解决包括基层图书馆(室)在内的设

施网络建设问题。 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大地书

香新农村家园工程”,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和社区

普及图书馆设施和管理人员。 工程的目标是在

全市 44 个乡镇、352 个行政村、132 个社区建设

“五统一”(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

投入、统一验收)的图书馆(室)。 为了管好用好

建成的设施,每个村级设施按每年 6000 元标准

补助运行管理经费,同时,全市招募 482 名村级

文化管理员,每人每月 400 元生活补贴,100 元

工作经费;市财政投入 100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

统一采购设备、器材、文献资源,配送到基层设

施[7]。 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基础建设的重点不

同,但总的来看,实施创建示范项目都明显促进

了地方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基础建设的投入。
三是公共图书馆主导的全民阅读活动,以

湖北省荆州市的“小太阳读书节暨全民阅读活

动”为代表。 公共图书馆主办读书节在全国并

不鲜见,荆州市的项目之所以入选创建示范项

目,主要原因一是该项活动参与面广,全市 3 区

6 县同步实施,参与活动的人数达 10 万以上;二
是该市以读书节活动为抓手,将全市 8 个社区、
12 家企业、20 所学校、30 个机关单位整合为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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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节点和辐射基地[8] ,具有以活动为抓手

促进网络体系建设的特点。

3　 公共图书馆参与示范区(项目)创建

的着力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主体

是当地人民政府,示范项目的创建主体是当地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创建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

目的之一就是调动地方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因此,对公共图

书馆来说,在创建示范区中有更大的作为,赢得

创建示范项目,是实现政府重视、改善支撑和保

障条件的难得机遇,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

得机遇。 公共图书馆首先应该具有争取机遇、
抓住机遇、用好机遇的自觉意识和主动作为。

示范区创建要求体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全面达标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二是制度设计研

究与创建实践相结合。 所谓全面达标,是指通

过创建活动,全面达到文化部分东中西部制定

的创建标准,这是示范区创建的“规定动作”。
所谓重点突破,是指示范区创建肩负着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在着力解决制约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方面取得突破、形成

示范,这是示范区创建的“自选动作”。 制度设

计研究是这次示范区创建突出强调的内容,要
求示范区结合创建实践、结合解决突出矛盾和

问题,组织力量开展制度设计研究,以制度设计

研究指导创建实践,把示范区作为制度设计研

究的实践基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与互

动中,探寻解决问题的基本规律和国内外经验

教训,并将制度设计研究成果转化为制度建设

成果,形成一系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方案乃

至规范标准、法律法规,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制度保障与长效机制。
明确了以上特点,公共图书馆参与示范区

创建应着力做好的工作也就明确了。 首先,对
照创建标准找差距,形成全面达标的时间表、路
线图和保障条件。 全面达标是促进政府以强有

力的投入和保障来提升事业发展整体水平的手

段,是创建示范区最基本的要求。 示范区应率

先建成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区域乃

至全国发挥龙头和示范作用。 因此,东部示范

区在全面达标的基础上要具有国际视野,力争

成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区域;中西部示范区

也要在全面达标的基础上,向更高的标准迈

进[9] 。 其次,要提炼出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重

点突破的问题,也就是形成最终作为创建成果

的亮点。 相对来说,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

全面达标是共性问题,重点突破才显示个性和

特点。 示范区最终真正能为区域乃至全国提供

示范的,是突破重点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政策和

措施。 比如苏州市把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凝

练为创建示范区重点突破的问题,就是一个彰

显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地位

和作用的成功案例。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

“苏州模式”在苏州市获得创建示范区资格之前

就已有广泛影响,不过,那时的“苏州模式”是具

有“自下而上委托关系”的“苏州图书馆—社区

分馆”模式,是没有实现政府主导、没有得到专

项经费支持、没有纳入全市文化发展规划的“职
业创新行为” [10] 。 创建示范区使“苏州模式”获
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契机:制度设计研究

设立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课题,在
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市政府出台了《苏州市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规划总分馆

覆盖范围由市本级拓展到“大苏州”,到 2012 年

底分馆达到 140 个,到“十二五”末达到 200 个,
实现每 3—4 万常住人口有 1 所公共图书馆的目

标。 为此,制定了馆舍建设标准、功能配置标

准、图书资源标准、数字化服务标准,规范了运

行管理方式,落实了经费保障、人员保障条件,
建立了绩效考评机制[11] 。 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体系建设以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实现了由

“职业创新行为”向“政府主导行为”的转变,示
范区创建过程中所形成的总分馆体系建设做

法、机制、政策,为同类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创建示范项目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某

一方面、某一构成要素进行探索,对于公共图书

馆来说,能够结合实际凝练出重点突破、要素完

善的示范项目,同样是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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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结合我国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公共图书馆打造示范项

目除第一批已经关注到的服务体系建设、基础

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外,还应特别关注如下方

面或问题。
免费开放环境中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建

设和服务效益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开

放,是“十二五”时期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

文化事业重点解决的问题。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

“决定”明确了“免费开放”政策的未来走向:拓
宽范围、完善政策,表明“免费开放”在未来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依然是一个基本和重要的

问题。 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围绕“免费开放”
需要研究和实践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与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公共图书馆性质

功能相吻合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内容和范

围,明确政府作用、公共资金支撑的基本服务的

边界,形成完善的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项目目

录。 其次是研究和探索支撑基本服务能力的基

础资源的数量和结构,形成基础资源数量规模

和品种结构的量化标准,为形成基本服务能力

和提升服务效益奠定资源基础。 比如,国际图

联提出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1． 5—2． 5 册[12] ,日
本图书馆协会 2000 年提出过一个最低藏书规模

5 万册、年新增藏书至少为总藏量的 1 / 7—1 / 8
的公共图书馆基础资源标准[13] 。 我国与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形成持续吸引

能力和服务能力的资源规模与结构应是什么标

准? 这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一个基本

的、重要的要素性指标,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第

三,以创建品牌服务项目为抓手,着力提升服务

效益。 评价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益应该特别关注

四大核心指标:以有效持证读者为核心的目标

人群覆盖率、外借率、到馆率和网站点击率。 不

同地区的四大核心指标纵向比较增长到什么幅

度、横向比较达到什么水平才算与所拥有的基

础资源相适应、相匹配? 这也是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
公共图书馆设施不能形成网络体系而往往

处于“设施孤岛”境地,这是目前设施体系建设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不

少地方在制定“文化强市”、“文化强县” 的发

展战略时提出了构建“十分钟文化圈”、“十五分

钟文化圈”一类设想。 如何把设想付诸实施?
需要建立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设施服务半径、
覆盖面积指标。 同时应该明确,所谓设施覆

盖体系,不是仅指固定设施,而是固定设施体系

和流动服务体系的有机结合。 就我国现状来

说,强化流动服务体系和数字服务体系建设,探
索流动服务、数字服务与阵地服务的配置原则

和标准,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

方面。
从总体上看,在现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中,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走在前列,而文

化馆(站)则相对滞后。 在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创

建中,形成并提升文化馆(站)的数字资源提供

能力和远程服务能力是重要任务。 在这方面,
迫切需要探索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备

和网络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一体化建设

方案。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长期以来主要依

托各级公共图书馆实施,因此,以公共图书馆为

主导形成包含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乃至美术

馆、博物馆在内的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将是公

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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