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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起”

李国新 　 张　 勇

摘　 要　 “十二五”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出现了“中部洼地”现象。 主要表现是：资源占有与服务人口不相称；发展

速度相对趋慢；均等化水平低；可比服务成本上升。 实现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部崛起”，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国

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拓展和深化“图书馆＋”与“互联网

＋”；完善评价标准的导向作用；抓住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机遇。 表 ５。 参考文献 ４。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部洼地

分类号　 Ｇ２５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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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２６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３１．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ｍａｐ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ｓ ｏｕｔ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５ ｔａｂｓ． 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０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５ 年九十月间，湘鄂赣皖四省公共图书

馆联盟组织了基层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调研。
通过对这次调研获得的事实、数据的汇总分析，
特别是把以湘鄂赣皖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公共图

书馆发展指标数据与东部和西部横向比较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十二五”以来，相对于东

部地区的持续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快速追赶，中

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差距，结果是传统上东中西部梯次发展的格局

被打破，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态势变为

东部最好、西部次之、中部最低①。 这种现象，我

们称之为“中部洼地”现象。 在促进“中部崛起”

００５

① 本文所称东、中、西部，依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中部地区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黑
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海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

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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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中部洼地”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

力措施迅速扭转。

１　 “中部洼地”现象的主要表现

１．１　 资源占有与服务人口不相称

中部 １０ 省人口占全国总量的 ３７．４％，但公

共图书馆占有的服务资源却没有达到与服务人

口相称的比例。 具体说，比较全国总量，２０１５ 年

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占 ２１．９％，购书费

总额占 １８．９％，馆舍总面积占 ２８．６％，资源总藏

量占 ２３．７％，年新增藏量占 ２２．１％，馆员总数占

３０．５％①，主要指标没有一项达到与服务人口占

比相称的水平。 资源占有水平是服务能力的基

础。 资源占有水平较低，折射出的是各级政府

对公共图书馆事业投入和保障力度不足，这是

造成“中部洼地”现象的重要原因。

１．２　 发展速度相对趋慢

近十年来，包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内整个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快速发展。 纵向比较，
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同样快速发展，如

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０５ 年比较，财政拨款增长 ４２７％，持
证读者增长 １７３％，到馆读者增长 １２９％，等等②。
但横向比较，体现发展的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

近五年来中部地区明显慢于西部地区（见表 １）。

表 １　 公共图书馆主要发展指标中西部比较③

指标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增长率（％）

机构数

（个）

中部 １ ０８９ １ １３５ ４．２２

西部 １ ０７５ １ １９６ １１．２６

财政拨款

（万元）

中部 １５４ ４５６ ２７８ ８１７ ８０．５２

西部 １５５ １０５ ２９８ ９５４ ９２．７４

总藏量

（万册）

中部 １５ ５８２ １９ ８９９ ２７．７１

西部 １３ ３００ １７ ３４８ ３０．４４

馆员数

（人）

中部 １６ ９１８ １７ ２１３ １．７４

西部 １４ ３２４ １５ ２６１ ６．５４

活动参与人次

（万）

中部 ７１０．３５ １ ４５２．７２ １０５

西部 ５６３．９７ １ ３４３．２１ １３８

　 　 发展速度相对趋慢的结果，一方面是原本

中部相对于西部有一定优势的指标，近五年来

被西部快速追赶，优势明显缩小，如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相比，资源总藏量西部和中部的差距由

１７．２％缩小为 １４．７％，活动参与人数的差距则由

２６％缩小为 ８．２％；另一方面，一些原本中部就落

后于西部的指标，近五年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典型的如财政拨款，２０１１ 年中部比西部略低，为
０．４％，到 ２０１５ 年扩大为 ７． ２％；人均财政拨款

２０１１ 年中部比西部低 ２６． ２％， ２０１５ 年扩大为

００６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 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印行，２０１６．８：１６－１７．
数据来源：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调查研究组．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数据分析报告．湖南

图书馆印行，２０１６．９：３．
本文表 １—表 ５ 数据来源：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调查研究组．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数

据分析报告．湖南图书馆印行，２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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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３％。 总体上看，体现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主要指标目前中部已经被西部全面赶超。

１．３　 均等化水平低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低，是“中部

洼地”现象最突出的表现。 均等化水平最直接

的体现，就是人均水平。 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不
论是体现公共图书馆投入（见表 ２）还是体现产

出（见表 ３）的人均水平，东中西部比较，中部地

区都是最低。

表 ２　 公共图书馆投入人均主要指标比较

指标 地区 总量 人均

财政拨款

（万元）

中部 ２７８ ８１７ ５．４３

西部 ２９８ ９５４ ８．０５

东部 ６２４ ０４７ １２．８５

购书费

（元）

中部 ３０ ３７６ ０．５９

西部 ２４ ３９０ ０．６６

东部 ９１ ４６０ １．８８

藏书量

（万册）

中部 １９ ８９９ ０．３９

西部 １７ ３４８ ０．４７

东部 ４３ ０７９ ０．８９

年新增藏量

（册）

中部 １ １４０ ０．０２２

西部 １ ００５ ０．０２７

东部 ２ ８６６ ０．０５９

馆舍面积

（万平方米 ／ 万人均）

中部 ３７６．９ ７３．３０

西部 ３１９．６ ８６．１０

东部 ５９２．５ １２２．００

表 ３　 公共图书馆产出人均主要指标比较

指标 中部 西部 东部

人均到馆（次）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７２

人均外借（册）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４ ０．６６０

人均参与活动（次） ０．０２８ ３ ０．０３６ ２ ０．０６２ ０

　 　 人口密度高、数量大，是中部地区的突出特点。
有些指标如果仅看总量，中部并不比西部低，如购

书费、总藏量、年新增藏量等，但一到人均，结果逆

变。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要

义，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

现，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滞后，
是“中部洼地”现象的根本体现。

１．４　 可比服务成本上升

服务成本是衡量服务效能的重要指标。 关

于服务成本，以下两点首先需要厘清。 第一，服
务成本不能简单地说越低越好。 因为公共图书

馆服务的基本质量，需要靠基本投入来保证，所
谓“基本投入”，其实就是服务成本的“临界线”。
如果服务成本低于“临界线”，服务的基本质量

无法保证，服务的效果和效率就无从谈起。 所

以，服务成本的高低，要在基本投入达到“临界

线”的基础上来衡量。 其次，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成本，总体而言，中部和西部基本不具备可

比性，中部和东部则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原因在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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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服务成本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人口密度、
城市规模、服务条件等要素，中部和西部差异较

大，中部和东部比较接近。 西藏、新疆等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的服务成本高于人口密集、交通便

利的内地是合理的。 因此本文使用了“可比服

务成本”的概念，主要看近年来中部和东部公共

图书馆服务成本的变化（见表 ４）。

表 ４　 公共图书馆主要指标人均服务成本比较

指标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增减（％）

每一流通人次

（元）
中部 １８．２３ ２１．１１ ↑１５．８０

东部 １７．６２ １７．８４ ↑１．２５

每一外借册次

（元）
中部 ２２．８１ ２５．８０ ↑１３．１１

东部 ２３．３１ １９．４６ ↓１９．７８

每一持证读者

（元）
中部 ３０７．５２ ３２０．６３ ↑４．２６

东部 ３０１．９１ １４９．６５ ↓１０２

　 　 以中部和东部比较，近五年来，东部地区主

要服务指标的人均成本呈下降趋势，有的指标

下降幅度还比较大，而中部地区主要服务指标

的人均成本均呈上升态势，所以说近年来中部

地区公共图书馆可比服务成本上升。

１．５　 “中部洼地”现象形成的时点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整

体态势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东中西部梯次

发展格局：东部最好，中部其次，西部最低。 西

部地区全面追赶甚至超越中部，导致传统梯次

发展格局发生变化是在什么时点？ 梳理总结

一下近十年来我国中西部公共图书馆事业财

政拨款的变化情况，有窥一斑见全豹之效（见

表 ５） 。

表 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西部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比较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财政拨款总量（万元） ／ 占全国

拨款总量的比例（％）
中部 ５２ ９００ ／ ２０．８１ １２２ ６２５ ／ ２２．４４ １５４ ４５６ ／ ２２．３０ ２７８ ８１７ ／ ２１．９５

西部 ４５ ０８６ ／ １７．７４ １１０ ９８７ ／ ２０．３２ １５５ １０５ ／ ２２．４８ ２９８ ９５４ ／ ２３．５３

财政 拨 款 占 财 政 总 支 出 比

例（％）
中部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５

西部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９

　 　 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量和财政拨款占财

政总支出比重两项指标，西部超越中部都发生

在 ２０１１ 年，这与体现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其他主

要指标的变化时点高度吻合。 上文说过，作为

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和建设主体———政府投入不

足是造成“中部洼地”现象的重要原因，表 ５ 的

数据分析印证了这一判断。 同时，表 ５ 的数据还

说明，“中部洼地”现象是“十二五”以来出现的

新现象、新问题。
湘鄂赣皖四省公共图书馆联盟组织的基层

公共图书馆调研结束后，北京大学和湖南省图

书馆的研究团队经过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研究

得出结论，“十二五”以来，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

事业至少有 １３ 个指标已经落到全国最低水平：
①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量；②公共图书馆财

政拨款占财政总支出比重；③人均公共图书馆

财政拨款；④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费；⑤人均拥

有公共图书馆藏书；⑥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

藏书；⑦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⑧万人拥有

公共图书馆坐席数；⑨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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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终端数；⑩公共图书馆馆员与服务人口比；
年人均到馆次数；年人均参加活动次数；此
外，区县公共图书馆空白点数量全国最高。

１．６　 “中部洼地”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２０１５ 年，文化部开展了第四次全国文化馆

评估定级工作。 ２０１６ 年初，中国文化馆协会委

托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对评估

定级申报系统获得的 ８ 大类 １０５ 个指标、３５ 万

个以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体现文化馆发展的主要指标如文化

馆财政拨款总额、免费开放补助经费总额、人均

文化馆财政拨款、文化馆馆舍总面积、文化馆年

服务人次、文化馆吸引社会资金能力等多项指

标，东中西部比较，全部为中部地区最低①。 由

此可见，“中部洼地”现象不是公共图书馆领域

所独有。 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是目前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可以说，“中部洼

地”现象在公共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实际上，由文化部主编的《中国文化文物年鉴

（２０１５）》在开篇综述中就指出了我国公共文化

发展不均衡的突出问题，做出了公共文化服务

“东部最好， 西部次之， 中部最差” 的整体判

断［１］ 。 正因为“中部洼地”现象在公共文化领域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一问题才更应该引起关

注。 “十三五”时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首要任务是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因此，突
破“中部洼地”，推动“中部崛起”，是实现公共文

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点任务。

２　 实现公共图书馆发展“中部崛起”的着
力点

２．１　 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发

展，许多发展指标追赶或超越中部水平，体现了

西部图书馆人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精神，但也

和中央政府力度较强的财政支持、兄弟省市的

无私援助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中部地区不具

备像东部地区那样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没有获

得像西部地区那样的外部援助，因此，近年来发

展相对滞后有其必然性。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

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

服务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实行由中

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或中央给予地方适当补助

的方式承担支出责任［２］ 。 按此原则，突破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部洼地”，中央政府亟需

从宏观上对资金、资源、扶持政策做出适当调

整，加大对中部地区的分担比例或补助力度，通
过一定时期强度较大的外部援助，促进中部地

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尽快走上与全国同步均衡发

展的道路。

２．２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向公众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责任主体是

地方政府，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经

费保障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央进地退”现象。 比

如，由于中央财政专项补助了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免费开放经费，有的地方政府便取消了

原本的基本保障投入，使得中央财政的免费开

放补助经费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开展服务的唯一

经费；有的地方政府至今没有落实免费开放经

费的地方配套资金，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经

费“央地分担”的原则落了空。 这种现象在中西

部地区尤为多见。 毋庸讳言，地方政府公共文

化服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同样是造成“中部

洼地”现象的重要原因。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目前最现实、最明

确、也应该是最刚性的方式，就是不折不扣地落

实《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和地方实施标准。 ２０１５ 年初中办国

００９

① 第四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文化部公共文化

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印行，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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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作

为该文件的附件同时发布。 指导标准列举了 ３
大类、１４ 项、２２ 条目前阶段各级政府应该提供

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设施和保障条件。
按照中央统一要求，到目前为止，全国省级政府

全都依据国家指导标准、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

地方性实施标准，其中对公共图书馆的总藏量、
年新增藏量以及相关服务大都提出了明确的量

化标准。 之所以对这些指标提出量化标准，根
本用意就在于对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的最核心

部分做出约束。 国家指导标准还明确了公共文

化服务经费保障的基本原则，即按标准测算、纳
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当地常住人口享受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 国家指导标准和地方

实施标准所开列的内容，就是目前阶段我国不

同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底线标准”，是以

标准化促进均等化的基本保证，是政府向老百

姓做出的庄重承诺，正在审议中的《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已经把各级政府制定并落实标准上

升到法律规定层面，因此，抓住全面落实国家指

导标准和地方实施标准这个关键环节，建立以

“按标准测算”为依据的确保当地常住人口享受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保障体系，是目前阶

段强化政府主体责任的突破口。

２．３　 加快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

我国公共图书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土

实际建设总分馆体系的实践已走过了十多年的

历程，涌现出了为数不少的成功案例。 实践证

明，通过总分馆制改革公共图书馆的组织体制

和运行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有效整合资源，促
进优质资源和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是提高服

务效能的有效途径。 在十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

础上，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
已经写入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列入中央“深改组” ２０１６
年度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文化

部等部门拟定的《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即将正式出台。 按

照该《指导意见》确定的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

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上下联通、服务

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 为实

现这一目标，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

包括：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由县级人民政府具

体组织实施，实现了总分馆建设由“职业行为”
向“政府行为”的转变；总分馆的布局、规模和标

准，主要依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条

件、人口分布和文化基础等因素合理确定，体现

了立足现实、尊重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

建设思路；提出了县域总分馆体系架构、节点设

施、服务标准和运行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总

分馆建设的重点任务；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积极探索由总馆统一管理或参与管理分馆人财

物的方法和途径，体现了鼓励改革创新的明确

导向［３］ 。 实现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中部崛起”，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在基层。 乡镇、村一级的财

政能力、资源总量和专业人才有限，单打独斗、
分散建设很难实现资源总量和服务质量的城乡

均衡，因此，抓住政府主导总分馆制建设的契

机，首先做强县域总馆，在此基础上，紧密结合

“十三五”期间大力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的重点任务，打造出更多符合条件的乡

村两级分馆，创新县域公共图书馆组织体系，实
现总馆和分馆的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这是整体

提升中部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的有效途径。

２．４　 拓展和深化“图书馆＋”与“互联网＋”
所谓“图书馆＋”，是指图书馆服务与其他多

种业态的融合发展。 近年来，各地不断涌现以

合作共建方式拓展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的

举措，图书馆服务已经融入了书店、咖啡屋、茶
馆、鲜花店、宾馆、银行营业点、商场超市、公共

办事大厅、社区服务中心等众多场所，社会力

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呈现

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图书馆＋”是迅速形成

城乡公共图书馆设施体系和服务体系的有效捷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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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让图书馆服务融入百姓生活、提高服务效

能的现实选择。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突出特点之一是推动社会化发展，让社会化成

为增强发展的重要动力。 立足中部地区经济社

会和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实，拓展和深化

“图书馆＋”，是实现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

起”进程中社会化发展的重点任务。
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互联网＋”，核心是互联网

思维、技术、成果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集成应用。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网络条件和数字服务已经有了

良好基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中部崛起”，进
一步拓展和深化网络化、数字化服务是必然之举，
重点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首先是构建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

网络支撑平台。 今天构建总分馆体系，仅有组

织体系的变革还不够，必须形成互联互通的区

域性、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集信息发布、资源

共享、服务预约与提供、需求反馈与数据分析、
线上线下互动于一体，实现重大数字文化工程

的融合建设与发展，实现与国家公共文化支撑

平台和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无缝对接。
其次是依托互联网改造业务流程、创新服

务方式。 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在依托

互联网改造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以内蒙古图书馆“彩云服

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环境下的 “ 你选书，我买

单”，苏州图书馆的“网上预约，社区投递”，嘉兴

图书馆服务全面融入综合性“文化有约”平台，
其他如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发建设的“读者自助

转借系统”“社会图书共享系统”“图书馆捐借递

系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民阅读活动等。 这

些创新举措在优化业务流程、吸引公众参与、提
高服务效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堪称公

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造”。 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让互联网思维、技术、成果更多更

好地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是实现中部

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资源建设更加有效地对接需求。 我

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在文化共享工程

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带动下，长期为功，成
效显著。 目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数字资源

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有效地对接需求。 在内容

上，要立足小康社会城乡公众的需求，提高资源

的丰富性、多样性和适用性，满足公众日益增

长、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在形式上，适应无线

覆盖、移动终端迅速普及的现状，开发和建设更

多的微视频、微音频、短小精悍的慕课等适应移

动终端、普通大众利用的资源载体。 线上线下

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的重要形式，它给公共图书馆数字

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也找到了新的资源

建设源泉。

２．５　 完善评价标准的导向作用

评价标准在工作推进中发挥着指挥棒和航

向标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公共图书馆的评价，
国家层面有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各级地

方政府大都也有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评价标

准规范。 结合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起”
的目标任务，评价标准亟需在两个方面进一步

完善。 一是建立以效能为导向的评级激励机

制，改变主要以总经费、总藏量、总面积、人员总

数等体现投入强度的指标作为评价主要指标的

倾向，把体现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指标如目

标人群覆盖率、外借率、到馆率、点击率、活动参

与率等作为评价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的核心指

标，引导公共图书馆走上效能为先的发展道路。
二是建立层级区分＋地域区分＋“体系”评价的评

价指标体系，在已有的按省地县区分层级加以

评价的基础上，借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项目）创建标准的经验，引入按东中西部

分地域建立有区别的评价指标的方法，同时，与
快速推进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现实相适应，
建立按服务体系而不是单纯以单馆为对象的统

计与评价指标体系。

２．６　 抓住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历史机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 的首要任

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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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２０１５ 年底，中央七部委联合出台了《“十三

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对贫困地区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

到 ２０２０ 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

目标，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

及保障措施，设计了一系列促进贫困地区公共

文化发展的重点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将通过

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资

金予以补助，并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实施奖励。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 ８３２ 个贫困县中，中部地区有

２６１ 个［４］ ，占 ３１．４％。 这些地区要全面振兴公共

图书馆事业，“十三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期。 “十三五”的扶贫攻坚全面贯彻“精准扶贫”
的思想，因此，贫困县党委政府认真迅速地落实

“规划纲要”提出的工作机制，为“精准扶贫”奠

定科学准确的靶向目标十分重要。 首先，要摸

清底数。 按照要求，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应会同

有关部门对本省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公共文

化设施、服务资源、人才队伍等基本情况开展专

项调查，明确突出矛盾和问题。 其次，对照标准

测算缺口、列出建设清单。 标准就是《国家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地方实施标准。 按

照标准确定的基本服务项目、硬件设施、人员配

备等类别，逐项测算服务和资源缺口，列出建设

项目清单，这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

靶向目标。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时间表是前三年集中攻坚、
后两年巩固提高，任务艰巨，时不我待，抓住这

一历史机遇，中部地区贫困县的公共图书馆事

业将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突破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中部洼地”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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