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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

验(1978—2020)

肖　 鹏　 赵庆香

摘　 要　 文章系统总结我国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与主要作为,旨在为走进“后扶贫时代”的

图书馆事业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为国际图书馆界贡献来自减贫领域的中国经验。 1978 至 2020 年中国公共图书

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①摸索酝酿时期(1978—1992 年),公共图书馆在扶贫工作中的

作用初步得到重视,积极开展农业科技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参与扶贫开发;②制度成型时期(1993—2000 年),

尽管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在减贫政策中仍是“内嵌式”的,却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逐

渐在部分大型扶贫项目中承担起主要建设任务;③行业觉醒时期(2001—2011 年),政策引导与行业行动互为呼

应,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话语与世界共识的“图书馆权利”同频共振,公共图书馆行业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

供来自专门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支撑;④全面参与时期(2012—2020 年),在精准扶贫战略和脱贫攻坚总动员下,公

共图书馆的行动和实践呈现出精准性、保障性、整合性等特征,开展的扶贫活动数量大、覆盖范围广、受益人群多,

呈现全行业参与的趋势。 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主要贡献有:为国家减贫战略的落地提供了专业助力,

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提供了关键保障,为国际图书馆界积累了成功的减贫经验。 中国公共图书馆在过去 40 余

年减贫历程中的经验可以总结为:①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依托于国家政策规划与重大工程;②保持和激

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立足专业内涵开展创新实践;③循序渐进动态实施减贫行动,根据减贫阶段适时调整机

构定位;④通过内部联合与外部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形成事业合力。 参考文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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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main
 

contribu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narrow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experience
 

from
 

the
 

fiel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The

 

authors
 

divid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contribu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1978
 

to
 

2020
 

into
 

four
 

stages 1 exploration
 

period
 

 1978-1992 .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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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nstruction
 

was
 

initially
 

valued.
 

Public
 

libraries
 

carried
 

out
 

agri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participated
 

in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2  institutionalization
 

period
 

 1993-
2000 .

 

Although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was
 

still
 

 embedd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hey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cy
 

system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egan
 

to
 

assume
 

the
 

main
 

construction
 

tasks
 

in
 

large-scale
 

project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3  industry
 

awakening
 

period
 

 2001-2011 .
 

In
 

this
 

period policy
 

guidance
 

and
 

industry
 

action
 

echoed
 

each
 

other and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onated
 

with
 

the
 

library
 

rights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e
 

public
 

library
 

industry
 

provided
 

more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rom
 

specialized
 

fields
 

for
 

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  full
 

participation
 

period
 

 2012-2020  .
 

Under
 

the
 

general
 

mobiliz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ublic
 

library
 

industry
 

participated
 

deeply
 

in
 

poverty
 

reductio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t
 

was
 

shown
 

that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were
 

rather
 

active
 

and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ev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More
 

specifically public
 

libraries
 

have
 

provided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in
 

implementing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They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ights
 

which
 

are
 

important
 

parts
 

of
 

human
 

rights
 

by
 

offering
 

fundament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are
 

worth
 

being
 

shared
 

with
 

the
 

whole
 

world inspiring
 

it
 

to
 

make
 

more
 

endeavors
 

in
 

human
 

poverty
 

alleviation.
 

Such
 

experience
 

could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points 1  public
 

libraries
 

must
 

be
 

deeply
 

embedded
 

into
 

the
 

strategy
 

framework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2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practice
 

innovatively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3  public
 

libraries
 

ought
 

to
 

clarify
 

their
 

posi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various
 

stages
 

and
 

assist
 

poverty
 

alleviation
 

gradually
 

and
 

dynamically 
4 public

 

libraries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in
 

and
 

beyond
 

their
 

netnork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6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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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中国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人

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在中国减贫历程中,
公共图书馆从未缺席,从文化、信息、科技等多

个层面助力中国减贫事业,履行其机构使命与

职责,在专业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旨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

图书馆在减贫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为中国进

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 [1] 提供历史维度的参考。 从国际视角

来看,本文还具有另一层意义———为国际图书

馆行业参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中

国经验,彰显公共图书馆在包容性社会中的重

要价值[2] 。

1　 研究综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学界、业界对贫困的

内涵认知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的减贫思路和减

贫范式也在持续发生转变。 从总体上讲,文化

与信息在减贫中的功用得到越来越多政策制定

者和扶贫工作者的认同,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

随之凸显,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呈增长趋势。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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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现有研究成果。
第一,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工作的理论基

础。 早年对贫穷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收入无法

维持生存” 或“相对剥夺” ( relative
 

deprivation)
等经济政治权利层面,随着 Schultz 和 Sen 等对

“贫困”概念的反思与再构,公共图书馆等机构

在减贫事业中的作用开始获得重视。
 

Schultz 强

调贫富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自身的素质[3] ,而不

是其他的生产要素,他将贫困及减贫的焦点放

在“人”的维度上;
 

Sen 则将贫困的定义延伸到

能力贫困,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可行

能力” ( capability) 的缺失[4] 。 不少学者在 Sen
的“能力贫困论”基础上发展形成“广义福利贫

困”概念[5] ,从人的全面发展、基本权利、社会保

障等角度衡量贫困,探索新的减贫模式。 尽管

公共图书馆可以也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6] ,但
在这种新的能力贫困语境下,公共图书馆主要

还是作为文化与信息服务提供者、社会教育实

施者获得关注———在中国本土实践中,这种重

视往往通过“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等话语

呈现[7,8] 。 此外,在贫困文化、信息贫困等相关

理论研究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公共图书馆(或作

为公共图书馆上位概念的 “ 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但很少将其安放在中心位置[9-11] 。 总体

上看,关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理论研

究,尤其是关注参与减贫事业的合理性和正当

性等问题的研究,其数量和深度都还有待加强。
在当代的减贫话语中,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

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这

种“不言自明”意味着需要更加具体、深化、系统

的理论考察。
第二,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中的作用研究。

通过对相关成果的梳理,大体可以将公共图书

馆在减贫中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 ①助力产

业发展,提高经济收入。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学界和业界就注意到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普

及农工业相关知识助力生产,加快科技脱贫致

富的步伐[12,13] 。 这种认识对后来部分公共图书

馆开展面向中小型乡镇企业和农民的参考咨询

和科技信息服务具有一定启发。 国际学界也普

遍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信息或其他相关服

务助力乡村经济建设[14] 。 ②帮助贫困地区 / 个
人获取信息,为人的发展赋能。 信息获取是民

众在信息时代的基本权益之一,在全球各地,公
共图书馆都是保障信息权益的核心机构。 Islam
探讨了社区发展图书馆( Community

 

Development
 

Library)在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强调

它有益于“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发展需求的

认识,加快民众赋能的进程” [15] ;Jones 关注到社

区图书馆为乌干达农村妇女提供了教育资源和

服务,让这些身处极贫困区域的女性习得识字能

力和工作技能,拥有一定的发展机会[16] 。 ③实施

文化扶贫,提高民众思想水平和文化素养。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文化扶贫的理念在我

国逐渐兴起,部分区域率先开展智力扶贫、文化

扶贫的试验和推广[17] 。 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就

被认为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力量,在相关部门的

政策话语中,公共图书馆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实施文化扶贫的主要机构[18] 。 随着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文化扶贫被视

为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一[19,20] ———这事实上是

在国际主流的“信息扶贫”话语之外构建起一种

颇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话语。 ④促进社会包容

和平等,缓解贫困程度。 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

会包容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重要追求。
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饶权、Mackenzie 和 Leitner
等多位专家明确指出,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

包容是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的新使命[21] 。
Ruiu 和 Ragnedda 通过访谈发现,公共图书馆能

够利用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等为居民提供

增强数字能力的条件,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包容

性,协同相关政策消除贫困以及社会 / 数字排

斥[22] 。 还有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讨论公共图

书馆的功能,如 Wojciechowska 提出公共图书馆

可以灵活地响应社区需求,以达到粘合社群、发
展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而“帮助消除经济不平

等,防止贫困和社会排斥” [23] 。
第三,公共图书馆服务于中国减贫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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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总结。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案例总结在

现有研究中占据很大比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

以来,不少研究都重视介绍和分享公共图书馆

的文化扶贫实践成果[24,25] 。 2020 年底出版的

《脱贫攻坚与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扶贫

案例集》一书精选了诸多案例,是“中国图书馆

人在文化扶贫工作中的历史见证”。 在相关案

例资源日益丰富的基础上,还有一批学者着力

总结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经验,如肖红

凌讨论了贫困地区流动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和教

训,提出强化制度保障、上移建设主体、推行专

业管理等发展策略[26] ;严贝妮等总结省级公共

图书馆“直接文化扶贫、间接文化扶贫与合作文

化扶贫”等三种模式,提出通过“推进文化精准

扶贫、打造扶贫馆员队伍、加强图书馆扶贫宣传

推广、重视数字文化扶贫”等措施以进一步开展

文化扶贫的建议[27] ;饶权等在脱贫攻坚的决胜

之年,强调要从提高扶贫工作精细化水平、构筑

一体化扶贫工作网络、激活扶贫对象内生活力

等方面积极作为,呼吁面向“后扶贫时代”展开

关于图书馆职责和行动的思考[21] 。
综上所述,现有论著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

贫事业的理论基础、在脱贫减贫中的功能和作

用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

贫实践的个案梳理更成为相关研究之大宗。 但

当前研究普遍聚焦于一馆一地的经验凝练;从
时间上看,案例或经验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

“十二五”与“十三五”时期;从学术话语上看,则
以“文化扶贫”为主轴,缺少对公共图书馆在中

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和贡献的整体性回顾。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立足政策文

本、经典案例、历史文献等,对公共图书馆参与

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主要贡献、基本经验

展开探索性研究。 这一研究还融入了笔者近

10 年来在 8 个省份调研基层图书馆①的诸多见

闻和经历,这些田野考察和主观体验是审视过

去 40 多年历史的一面透镜。 这些所见自不属

于严格的历史资料,其引入甚至可能削弱历史

再现的客观性,但身处图书馆学这一实践领

域,面对隐没在显性数据之后的基层场景②,或
许这种个体化体验和反思是必要的。 通过这一

探索性研究,笔者希望为“后扶贫时代”的减贫

思路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经验

总结,同时也为后续更具规范性和说服力的工

作(如替代变量的发现与因果关系的验证)奠定

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参与中国减贫事业的历史
分期

2020 年底,中国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变

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

简称《2030 年议程》)中的减贫目标[28] ,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减贫历程谱写了人类

反贫困历史的辉煌篇章。 从历史分期上看,中
国减贫史研究一般以 1978 年改革开放、1986 年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
1994 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
年)》的发布、200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的发布、2012 年党的十八大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 2013 年精准

扶贫战略的提出为阶段性里程碑,将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减贫历程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程是中国消

除绝对贫困伟大历程的一部分,但由于行动主

体的差异,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历程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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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 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充分利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服务城乡居民。”一般来讲,官方数据统计

中的“公共图书馆”为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不包含非独立建制的“图书室”。 本文的“公共图书馆”遵

循国际图书馆界的通则,不仅包含了县级及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也包括县级以下的街道 / 乡镇、村 / 社区

的基层图书馆(室)等。
当前主流的图书馆统计数据一般不涉及基层图书馆(室)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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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独有的行业特征。 第一,从总体格局来看,公
共图书馆所代表的文化与信息机构在减贫事业

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一般认为,中国的减贫战

略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

贫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精准扶贫” 等阶

段[29] 。 显然,以发展为导向、重视为贫困人口创

造经济机会的开发式扶贫是中国减贫的核心战

略,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减贫的边

际效应开始下降” [30] ,保障性、精准化的减贫策

略的意义也随之彰显,文化与信息事业逐步被

纳入政策议程。 第二,从行业内部来看,公共图

书馆的行业意识和专业话语不断增强。 笔者一

直认为,理解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关键在于理解

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的“行政—专业”双重

属性。 将公共图书馆视为纯粹行政化机构绝不

恰当,但过分夸大其专业化特征也是罔顾现实

的,公共图书馆改革创新的关键恰恰是如何在

“行政”与“专业”之间找到一条恰当的道路,如
“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总分馆制”就是一次成

功的尝试。 得益于新千年以后的机构改革和行

业觉醒,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通过体制机制改

革释放了活力,行业意识和专业话语权有了质

的提高,这一改变及其影响也充分贯穿于公共

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后半程。
以上几个特征的发现和确认,有助于本文

厘清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 例

如,下文以 1978 年作为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

业的历史起点,正是从总体格局出发,突出改革

开放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起点,其促进了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减贫事业的

整体进程;将 1993 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化扶

贫委员会”作为开启“制度探索时期”的关键事

件,则是依据“文化事业在减贫工作中地位持续

提高”这一行业特征;“行业觉醒时期”的划定是

对新千年以来公共图书馆专业话语迅猛发展的

回应;“全面参与时期”以 2012 年为起点,体现

了保障性扶贫、精准扶贫等减贫战略对公共图

书馆领域的深远影响。 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将

1978 至 2020 年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历

史分为四个阶段,包括“摸索酝酿时期” “制度成

型时期”“行业觉醒时期”和“全面参与时期”。

2. 1　 摸索酝酿时期(1978—1992 年)
摸索酝酿时期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为始,到 1993 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化扶贫

委员会”之前为止。 在十年特殊时期之后的一

段时间,我国各领域都处于恢复重建之中,公共

图书馆的激活和复苏也恰在 1978 年前后。 尽管

1980 年 5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议通过

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 (以下简称《汇报提

纲》)已经关注到贫困地区对图书馆的需求,但
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主要工作还是恢复

基本功能的运转,对减贫事业的直接参与和贡

献较弱。 而以 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领导小组的成立为关键节点,中国整体的扶贫

战略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公共图书

馆在减贫事业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各地公共图

书馆开始积极参与到“星火计划” “丰收计划”
“燎原计划”,等国家工程之中。 具体来讲,这一

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公共图书馆在新时期

农村建设与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已经初步得到党

和国家的重视。 1985 年之前,我国农村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贫困基数大、贫困发生

率高,减贫效应主要是通过农业经济改革等重

大体制改革实现的[31] 。 1980 年的《汇报提纲》
特别指出,“八亿农村人口的看书学习,至今还

是个未能很好解决的大问题” “农村图书室没有

县图书馆的图书下去流通”。 与之相呼应,1981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的指示》,在更宏观的层面提出“社会主义建设

的根本目的,除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

的需要,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

要”,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

需要,逐步建立起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等文化设施”。 但当时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窘

迫,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十分艰难。 例如,1980 年

042



肖　 鹏　 赵庆香: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验(1978—2020)
XIAO

 

Peng
 

&
 

ZHAO
 

Qingxiang:Action,Contribution
 

and
 

Experien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1978-2020)

2023 年 1 月　 January,2023

《文化部关于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非

常有远见地指出当时的“文化战线既缺少设施,
队伍也不健全,与农村新的形势和群众的需要

很不适应”,要“逐步把小城镇建设成农村文化

中心”“有步骤地、因陋就简地建设一些影剧场、
图书室、展览室、文娱活动室、体育场等”。 从

“因陋就简”这四个字中,足以窥得当时的不易。
第二,随着开发式扶贫战略的确立,公共图

书馆在减贫工作和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汇报提纲》之后,尽管公共图书馆在减贫的相关

文件中仍内嵌于科技扶贫、智力扶贫等概念之

中,较少被单独点出,但其在国家建设和农村发

展的一系列政策文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里有了一席

之地。 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

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列有“增加智力

投资”一项,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和科技问题;
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之后,中国减贫模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有组织、
有计划的开发式扶贫,强调扶贫对象的主体作

用,此后公共图书馆逐步展现其在扶贫中的用武

之地;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

发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多个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发

展经济、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也提出了“劳动者

智力开发”“借助科学技术”等内容,掀起了公共

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助力科技脱贫的浪潮。
此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随

着国家日益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扶贫”理

念和实践也开始兴起。 例如,辛秋水在岳西县

连云乡的文化扶贫实验影响深远,这一实验围

绕科技图书室、阅报栏、使用技术培训中心等

“三块文化扶贫基地”展开,具体工作内容几乎

都与图书馆相关,与当时公共图书馆普遍开展

的科技扶贫、信息扶贫服务也比较相似,但其布

局和考量更为体系化,“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

理论凝练也更为深刻[17] 。 简言之,随着“文化

扶贫”话语的逐步成型,公共图书馆在减贫政策

中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到 1992 年国家正式实施

“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时,这一带

有扶贫性质的文化工程已涉及边疆地区的图书

馆建设。
第三,通过广泛开展农业科技信息、科学文

化知识传播等工作,公共图书馆在科教扶贫计

划与工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这一时

期,为了实现扶贫开发、科教兴农,一系列重大

工程与计划相继实施。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项

目是 1986 年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的“星火计

划”。 该计划强调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中小企业

尤其是乡镇企业,全面推进农业经济发展。 该

计划一经启动,在主管部门的鼓励下,许多公共

图书馆纷纷围绕科教兴农开展各项服务。 1987
年 4 月,文化部、国家科委在湖北宜昌召开“全

国图书馆信息工作暨为星火计划服务经验座谈

会”,总结了辽宁、吉林、湖南等地图书馆服务

“星火计划”的工作情况,为全国文化主管部门、
图书馆、科委、科技部门协作开展信息工作和服

务经济建设提供了示范性经验[32] 。
与“星火计划”相似的科技兴农项目还包括

重在促进农牧渔业丰收、振兴农业的“丰收计

划”,强调农村教育改革、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知

识水平的“燎原计划”,等等,其中多数计划或工

程都贯穿在此后数十年的国家减贫历程之中。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后期(对应本

文的摸索酝酿时期、制度成型时期),社会整体

的信息获取手段较为单一、信息资源不够丰富,
公共图书馆在这些计划或工程中所起到的信息

扶贫、科技扶贫功用非常亮眼,甚至无可替代。
以辽宁省的公共图书馆为例,当时为农业经济

生产服务所开展的主要措施包括为农民发放借

书证,编印并发送农业生产资料,开展咨询服务

和科技信息交流活动,开展与农业和乡镇企业

相关的课题研究等[33] ,还将上述工作经验汇编

成《辽宁省公共图书馆为脱贫致富服务成果 100
例》。 类似的举措和案例在全国范围都比较普

遍,但这段历史远不如新千年以后的图书馆文

化扶贫工作为人所熟知。

2. 2　 制度成型时期(1993—2000 年)
制度成型时期始于 1993 年文化部成立文化

04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三期　 Vol. 49. No. 263

扶贫委员会,到 2000 年国家完成《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1994—2000)》 (以下简称“八七计

划”)中提出的基本解决农村 8
 

000 万人温饱问

题的扶贫攻坚目标为止。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扶贫、科教扶贫和文化扶贫

中的功用得到初步发掘,但多为辅助性角色;而
在这一时期,尽管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在减贫政

策中仍是“内嵌式”的,却在文化扶贫政策体系

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开始在“万村书

库”工程等文化扶贫大型项目中承担起主要建

设任务。 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随着扶贫开发的战略化和制度化,尤

其是文化扶贫的话语确立,公共图书馆在减贫

事业中有了明确的定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
着农村改革和扶贫开发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

的发展,贫困人口的分布从此前的“普遍存在”
转化为“明显的地缘性特征” [34] ,不均衡现象开

始凸显。 1994 年的“八七计划”作为我国第一个

有明确的减贫目标、减贫对象、减贫措施和具体

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35] ,提出要“改变教

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明确“文化部门要为

贫困地区安排一定的文化设施建设,坚持采取

电影巡回放映队、文化流动车等灵活多样的形

式改善群众文化生活” [36] ,表明文化扶贫已经

成为减贫开发的战略手段之一。 这一时期许多

公共图书馆的减贫服务实质上是 80 年代“科教

扶贫”“信息扶贫”的发展和延续,但随着文化扶

贫政策的兴起,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地

位明显提高。
第二,基层与农村图书馆建设成为“万村书

库”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的主体内容。 文化扶

贫委员会的成立“填补了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

空白” [37] ,也由此开启了公共图书馆减贫制度

化和体系化的进程。 文化扶贫委员会在文化部

和多个部门的领导、组织与协作下,实施了多个

文化扶贫工程,其中第一个项目就是以基层图

书馆(室)为中心的“万村书库”工程。 该工程由

文化扶贫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

中央等单位联合发起,目标是在全国村级行政

单位中建立起两万个小型图书馆,并向每座图

书馆赠书 100 种[38] 。 该工程同时还围绕图书馆

展开了一些工作,让农民“有书读” (如专门编写

“中国农村书库”系列图书,充实农村馆藏) [39] 、
“会用书” ( 如组织大学生担当 “ 万村文化使

者”,面向农民开展读书征文活动,帮助农民用

好图书,提升科学文化素质) [40] 。 到 1996 年,该
工程已经在全国 25

 

000 个村(约占当时全国行

政村的 3%)建立起小型图书室,每个图书室获

赠约 100 种图书[37] ;到 2007 年,该工程在全国

建立起近 9 万个图书室[39] ,成为我国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扶贫项目之一。 除了“万村书屋”工程

之外,这一时期的“知识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

化工程”
 

等项目也都将图书馆(室)建设作为核

心内容之一,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

社会文化发展。
第三,“县县有图书馆”重新成为我国文化

保障和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关键目标。 在

1980 年的《汇报提纲》 乃至更早的“全国文物、
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学大庆会议” (1977 年)上,
县级图书馆在图书馆体系中的作用就已经受到

关注。 1982 年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前瞻性地从国家建设层面提出,在“六五”期间

要基本做到“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

化站”,但在当时这一任务是艰巨的,最终出台

的“六五计划”将其调整为“目前尚无公共图书

馆的省、市、县,要逐步建立起来”。 到了“万村

书库”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实施期间,县级图书

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要真正落实农村图书馆

(室)和小型图书馆(室)的建设,必须依赖市级、
县(区)级图书馆,其中与基层、农村“直径距离

最短”的县级图书馆更是关键枢纽。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文化事业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与其

他领域相比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于是在《关

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

若干意见》 《文化事业发展“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中,“县县有图书馆”重

新被提及,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公共图书馆

体系建设的关键目标,并最终在 2012 年前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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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 某种程度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

涉及基层图书馆的项目或工程之所以缺乏持续

性,正是“上通下达”的县级图书馆过于孱弱所

致。 可惜的是,尽管县级图书馆在文化扶贫中

的地位相当关键,但由于财政、体制等方面的制

约,直到今天县级图书馆虽然“建起来”了,却还

没有充分解决“建得好”的问题。

2. 3　 行业觉醒时期(2001—2011 年)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行业觉醒时期的突出

特点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由下而上”的

行业行动互为呼应,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话

语与世界共识的“图书馆权利”同频共振,谱写

了新世纪公共图书馆事业高速发展新篇章。
2001 年是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年,《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正式印发,其目的

是巩固温饱成果,改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

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同年,中国图

书馆学会组织了首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

战略研讨会,成立社区乡镇图书馆专业委员会。
这一时期止于 2011 年,当年 2 月,《关于推进全

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

作的意见》正式印发,这一文件正式确立的免费

开放政策兼具“全球公共图书馆的普遍服务原

则”与“中国特色的机制创新” [41] ,可以被视为

新世纪以来政策思路与行业思想、中国话语与

世界共识深度融合的重要产物。 具体来讲,该
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随着文化扶贫在减贫政策中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事业迎来了高速发展

的机遇。 经济扶贫方面,“到 2001 年,中国贫困

县内的农村贫困人口占比已经从 1994 年的

73%下降到了 62%……中国将贫困瞄准目标从

县转移到村, 确定了 14. 8 万个贫困村” [42] 。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历史任务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 《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旗帜鲜明

地提出要“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

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强调

“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是
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在减贫事

业中赋予了科技和文化扶贫工作更强的主体性

地位。 考察这一时期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可以发

现,有两项议题最受关注。 其一,因地制宜在基

层打造稳固的、体系化的文化阵地(如综合文化

站、文化活动室、文化服务中心等)。 这种建立

稳定阵地的做法,与“八七计划”中“安排一定的

文化设施建设”和流动服务等举措相比,迈进了

重要一步。 此外,在“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基

础上,还面向贫困地区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

举措,如 2002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

设的指导意见》在继续坚持“要努力实现‘县县

有文化馆、图书馆’ 的目标” 的同时,又提出在

“经济欠发达、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可将文化馆、
图书馆合二为一建设”“农村要因地制宜建设乡

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 “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的

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边远山区和农牧区要

积极发展流动文化车、汽车图书馆和流动剧场

等”,体现了国家推动文化事业深入基层的决

心。 其二,许多地方的基层图书馆业已建成,基
层文化设施也开始运作,此时要考虑如何发挥

它们的效用。 在“万村书库”工程之后,“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

程”)等更多大型文化工程应运而生。 在这样的

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关键

一环、作为落实相关政策与工程的重要抓手,迎
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

第二,公共图书馆行业意识的觉醒与专业

话语的再造,不仅助推其在减贫事业中的主体

性地位继续增强,也为中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

了来自专门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支撑。 21 世纪

初,肇始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庆典的新世纪

图书馆运动兴起和发展[43] ,其深层次上也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立、国家减贫事业的

视角下移有着密切关系。 以李国新为代表的一

批学者在当时部分地区图书馆欣欣向荣之时,
关注到“县以下的公共图书馆、农村中小学图书

馆等最基层的图书馆,却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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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此提出“新世纪图书馆运动需要解决的事

业发展方向问题,是图书馆的普及化” [44] 。 可

以说,公共图书馆行业意识的觉醒与专业话语

的再造,本身就是其日益深入地被纳入国家减

贫大局的结果之一。
与此同时,这些意识和话语又反过来为中

国特色减贫事业提供支撑,谱写了现代中国图

书馆事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历程。 这些支

撑主要包括四项。 ①为解决基层文化贫困问题

提供了兼具实用性和专业化的方案。 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这一时期学界、业界关于“总分馆制”
的实践、研讨、争论和改进,最终将“县域总分馆

制”写入《公共图书馆法》,甚至将这一解决思路

拓展到文化馆和其他公共文化领域。 ②充实了

减贫事业、文化扶贫等话语体系的专业内涵。
2005 年以后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话语,
其部分原则与内容显然与新千年后形塑的公共

图书馆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承继和联系;从

2005 年首届“百县馆长论坛”的“林州共识” 开

始,一系列面向县级与基层图书馆体系的共识

文本也有着 21 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鲜明烙印。
③自发构建了行业交流与服务的平台。 以中国

图书馆学会为例,不仅组织了相关的专业委员

会,还从 2001 年开始连续举办“21 世纪中国沿

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 “中国社区

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以及时至今日都

是重要品牌的“百县馆长论坛”等;在 2006 年启

动“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也促进了欠

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45] 。 ④围绕减

贫开展了诸多创新探索。 这一时期,各地的公

共图书馆和行业组织开创了许多减贫新举措,
如农村阅读辅导、异地建馆、流动图书车等,各
具特色的帮扶行动有效改善了贫困边远地区以

及基层薄弱地带的文化状况。
第三,公共图书馆在更多造福贫困地区的

大型文化工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上一

时期,“万村书屋”工程彰显了公共图书馆在文

化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在新千年之后,文化领

域的类似工程迅速增多,其中最具影响力、与减

贫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工程有三个:“文化共享

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
公共图书馆在这些工程中都扮演了比较重

要的角色。 首先,2002 年开始实施的“文化共享

工程”,强调以共建共享的形式提供数字化文化

资源,改善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2007 年,文
化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将文化共享工程纳入扶贫攻坚计划。 该

工程主要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关于实施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明确要求“把实

施‘共享工程’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促进图书

馆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实施‘共

享工程’要依托现有的文化设施网点,以各级公

共图书馆为实施主体”。 其次,2003 到 2008 年,
文化部和财政部开展了两期“送书下乡”工程,
重在缓解“有馆无书” 和“看书难” 的问题[46] 。
2006 年,《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将该工程写入规划,指出“实施‘送书下乡工

程’,重点面向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的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室配送图

书”。 该工程采用“专家选书、集中采购、统一装

帧、直接配送”的方式,由国家图书馆的送书下

乡工程全国图书配送中心实施,同样由图书馆

行业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专业性的觉醒,
与以前的送书工作相比,这一工程重点考量了

效率和成效问题,对受赠图书馆(室)提出了区

域、空间、人员、服务等方面的要求[47] 。 最后,
2007 年,中央文明办等八部委联合颁布《“农家书

屋”工程实施意见》,开始在全国建设“农家书

屋”。 至 2012 年,中央和地方为该工程投入超过

120 亿元,建成超过 60 万个农家书屋,基本上实

现了村村覆盖[48] 。 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区的农

家书屋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联系紧密,公共

图书馆体系对农家书屋的建设和发展是有贡献

的。 2008 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农家书屋工程建

设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指出,有条件

的地区以农家书屋为基础,与县乡图书馆等联动

组建服务网络,“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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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交流制度,扩大农民的阅读范围”。

2. 4　 全面参与时期(2012—2020 年)
这一时期开始于 2012 年前后,当时有两个

关键文件相继出台,其中《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11—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健全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

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的目标;《文化部

“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也提出,在
“十二五”末,“努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六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资源、经费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
到了这一时期,减贫工作的主要任务从实现温

饱转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成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 [49]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的行动随之全面

铺开。 在 2020 年底,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

事业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迈入一个崭新阶段。 具体

来讲,本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

政策体系日益完备,为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

业提出了明确的指引、要求,也提供了重要保

障。 这一时期,文化扶贫的主体性已经相当凸

显,经过此前十余年的各项工程,公共图书馆在

文化扶贫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其
与信息扶贫、科技扶贫政策的关联则有所减弱;
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一环,深刻嵌入到对应的政策体系之

中。 以上两方面的政策迅速涌现、互相渗透,既
对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提出了指引和要

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2015 年《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将“推

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明确

提出“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广播电视服务网

络、数字文化服务、乡土人才培养、流动文化服

务、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等为重点,集中

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 2017 年,文化部制定

《“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导文

化扶贫工作,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提
到继续加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保障基层

图书馆网络互联互通,支持贫困地区实施图书

馆总分馆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同年,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提出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的统筹规划

建设,同时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

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流动服务设施设备,并在

经费和人才上予以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和《公共图书馆法》更以立法形式明确规范政

府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

公共文化事业、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责任。
第二,公共图书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继续

参与重要减贫工程,其行动和实践呈现出精准

性、保障性、整合性等显著特征。 2012 年以后,
公共图书馆行业此前参与的多个重要工程均有

延续、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地方图书馆学会也延

续其行业行动和服务实践,但随着国家扶贫政

策的调整,这些工作或行动呈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是“精准性”。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同年印发的《关于

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深化改革,创
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内容之一,文化扶贫与

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工作也走向精准化。 与这一

特征呼应的公共图书馆扶贫案例包括:上海图

书馆的《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和相关调

研为文化扶贫精准化提供了支撑[50] ;首都图书

馆与新疆、河北等地区图书馆开展对口帮扶、合
作共建与定点支援[51] ;湖北省图书馆“相约乡

读”以留守儿童的群体特征和精准需求为切入

口,建立起系统化、日常化、常态化的家庭阅读

推广项目[52] ,等等。
其次是“保障性”。 保障式扶贫某种程度上

是相对于开放式扶贫而言的。 这一时期,以公

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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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兜住农村和贫困地区文化底线的关键。 其

中,最能体现“保障性”的案例是各地的县域总

分馆体系建设———这一工作始于行业觉醒时

期,此时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涌现了诸多不同

的地方模式,成为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
提高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关键举措。

最后是“整合性”。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

业的相关行动日益强调与其他机构的深度合作

与资源服务整合。 这与“中国采取了全政府和

全社会的路径实现减贫目标”的路径、脱贫攻坚

成为各部门和机构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密切相

关[42] ,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带有整合性的

政策话语对公共图书馆及相关领域影响渐深的

表现。 2015 年,文化部等七部委发布 《“ 十三

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计划依托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制建设以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改善全国

839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公共文化服

务;同年,中宣部会同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体育总局等部门启动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也强调公共图

书馆与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协同合作。
第三,公共图书馆行业全面参与减贫事业,

涌现出诸多专业、创新的服务案例。 公共图书

馆行业专业性逐步深化,这种“专业性”在其参

与减贫事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亮眼表现。 一方

面是行业组织的专业性引导持续加强。 2016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三五”规划纲要》印发,
提出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助力其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以战略规划的形式

细化落实国家的相关要求;同年,中国图书馆学

会公共图书馆分会成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

工作委员会”,为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提供专门的行业指引。 相关的培训班、学术研

讨会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2017 年以“文化扶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

图书馆扶贫工作研讨会和 2018 年组织的西部公

共图书馆学术研讨会。

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

各级公共图书馆发挥专业素养,围绕减贫任务

开展了诸多富有创意、具备实效的扶贫活动。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

的活动数量大、覆盖范围广、受益人群多,呈现

全行业参与的趋势。 这里所列出的仅仅是冰山

一角:如重庆图书馆从 2018 年开始持续举办

“书香筑梦乡村行”系列活动,通过馆长读报、口
述电影和快乐阅读体验课,以及为老人、学生送

书送物等方式,着力改善贫困乡镇的公共文化

服务[53] ;辽宁省图书馆为“双盲、双贫” (文盲、
视盲;经济贫困、精神贫困)群体发放数字听书

机,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54]100-108 ;浦东图书馆面

向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飞翔计划”,山东省图

书馆往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

区图书馆开展医疗健康等专题讲座,等等[54] 。

3　 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主要
贡献

3. 1　 为国家减贫战略的落地提供专业助力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中,公共图书

馆始终积极参与国家减贫行动、持续助力各地

减贫工作。 在摸索酝酿时期,尚处于恢复之中

的公共图书馆就为开发式扶贫与“科技致富”提

供了专业服务:通过流动服务为工农生产一线

送书,为乡镇领导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编制文

献普及科学知识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

用[55] ;在制度成型时期,公共图书馆开始在“万

村书屋”工程等文化扶贫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
支持“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理念的落地;在行业

觉醒时期,随着图书馆精神的复归与行业意识

的发展,这种专业性更加鲜明,公共图书馆在总

分馆建设、异地办馆、延伸服务、数字扶贫等多

个方面展开深入探索,充实了各地文化减贫实

践的专业内涵;在全面参与时期,公共图书馆全

行业涌现了诸多精彩案例,充分发挥在保障公

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方面的作用。 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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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专业

作用;随着减贫进程的深入,其专业功能越加凸

显、更为复合,最终成为文化扶贫、信息扶贫、科
技扶贫的主要力量之一。

3. 2　 为贫困人群的文化权利提供关键保障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

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56] ,而文化权利是人权

的一项重要内容[57] 。 在减贫历程中,我国公共

图书馆持续关注贫困地区人群的发展权利,注
重发挥机构职能,为他们提供文化权利保障。
早年公共图书馆的减贫行动重在增加农村、边
疆民族地区、山区等贫困地区的图书资源,保障

贫困人群读书看报的权利。 公共图书馆深度参

与的“送书下乡工程” “报刊下乡工程” “万村书

库工程” “农家书屋” 等,都是将书送到贫困地

区,着力解决“有馆无书”问题。 其中,“万村书

库工程”作为中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代表

性举措之一,被写入 1995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人

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38] 。 随着中国减贫事业

的深入与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公共图书馆的文

化权利保障实践在“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愈
加重视服务的供给、聚焦于“人”的发展。 从上

海浦东图书馆兼顾图书资源供给和阅读能力锻

炼的“青鸟传书”少儿读书活动,到杭州图书馆

将个性化赠书与阅读指导相结合的“温暖阅读”
项目,都不是单一的送书送报;从吉林省图书馆

聚焦脱贫致富的“扶贫大讲堂巡讲活动”,到嘉

兴市图书馆打造的一体化文化扶贫阅读服

务[54] ,体系化、系统化的举措不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讲,公共图书馆事业一

直是中国人权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58] 。 这意味

着,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为贫困人群的文化

权利与发展权利提供保障,也为全体公民的基

本人权的实现提供支持。 1996 年以来,在多部

政府人权白皮书中都有公共图书馆的相关内

容。 《1996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1998 年中

国人权事业的进展》都提到图书馆在保护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维护传统文化方面的

作用;从《2000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开始,在
其后的多个白皮书中,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被常态化地列入“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版块或“发展权利”版块;在《为人民谋幸福:
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 中,公共图

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展现

了中国坚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成就。
 

3. 3　 为国际图书馆界积累成功的减贫经验

联合国《2030 年议程》提出 17 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

是“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在议程发布后,国
际图联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阐释图书馆的

价值提供了极好的框架,也为参与战略政策讨

论提供了机遇”的考虑,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

“国家与地区层面建设能力工作的核心” [59] ,并
就此启动国际宣传项目( The

 

International
 

Advo-
cacy

 

Programme,IAP)等工作[60] ,呼吁全球图书

馆积极参与实现联合国《2030 年议程》中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从国际图联的视角来看,图书馆

如何参与 “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是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关键议题,也是图书馆事业向

世界各国申明其价值的重要契机。 在上述背景

下,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中国

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所形成的成功实践,
对于世界图书馆事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

和参考价值。

4　 公共图书馆助力中国减贫事业的经验
总结

4. 1　 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

国际图书馆界一直重视宣传图书馆、尤其是

公共图书馆在减贫方面的作用。 早在 2013 年发

布的《国际图联关于图书馆与发展的宣言》就强

调:“获取信息是一项基本人权,可以打破贫穷及

恶性循环,并支持可持续发展。 在许多社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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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是唯一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访问信息,
以求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新技能,寻找就业机会,
开创事业和做出健康策略或洞察环境问题。”

不管是作为一个获取信息的机构,抑或是

一种保障文化平等与信息公平的制度,公共图

书馆要实现和发挥其在世界减贫事业中的作

用,往往要依托于国家的政策规划与重大工程。
中国公共图书馆成功助力减贫事业的第一项也

是最重要的一项经验,便是高瞻远瞩地把公共

图书馆深度嵌入国家减贫战略框架之中。 一方

面,中国减贫道路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一直把

减贫事业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责任,将其上升

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国家行动” [28] 。 在这

样“自上而下”的战略版图中,相关部门和图书

馆积极探索公共图书馆参与减贫事业的不同方

式、不同路径,多维度激活图书馆(尤其是作为

社会保障体系一环的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

中的功能。 早在新千年之前,公共图书馆已经

在中国多个大型减贫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
千年以后,公共图书馆更成为文化扶贫战略的

核心行动主体之一———这种将公共图书馆深度

纳入国家减贫重要战略的举措在世界范围内是

鲜见的。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行业也充分发

挥主动性,一直“自下而上”开展先行探索,以引

起政府的重视。 如前文“行业觉醒时期”提到的

图书馆总分馆制,便是一个由地方经验和机构

实践转化为国家政策的典型案例。 与之类似

的,还有在前文“制度成型时期”提及的“知识工

程”,其最初起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旨在建设

和发展广西图书馆事业,促进爱书、读书和使用

图书馆风尚,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40] 。 在地方

政府和当地图书馆的努力下,该工程取得显著

成效,得到国务院和文化部的高度评价,最终通

过中宣部、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全国

“知识工程”实施方案》,这项工作从地方拓展到

全国[61] 。
可以说,公共图书馆只有深度嵌入国家减

贫的大格局、大方略之中,才能在减贫事业中获

得充分保障,其作用与功能的发挥才具备实现

前提。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图书馆行业也应

当主动对接国家的减贫战略和大型工程,充分

挖掘和发挥公共图书馆对减贫工作的可能

价值。

4. 2　 立足专业内涵激活创新实践

公共图书馆同时具备专业属性与行政特

性。 上文将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第一项

贡献定位在“专业助力”上,实际上,在专业服务

之外,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共图书馆还为减贫工

作提供了诸多人、财、物的支持。 但是,现代公

共图书馆事业百余年来积攒的专业精神、专业

理念、专业话语和专业经验才是其区别于其他

机构(制度)的独有特征,才是其能够为减贫事

业做出独特贡献的保证。
保持和激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以创新

思路探索和解决减贫事业中的种种困难,是另

一项重要经验。 在资源稀缺和条件匮乏的 20 世

纪 80 年代,中国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就立足专

业性开展创新实践。 例如,1985 年,安徽省太湖

县图书馆建立全县农村专业户服务卡制度,主
动摸排、建立档案,积极联系山区的专业户,通
过走访、互换、订购等方式增加专门文献,定期

提供养殖 / 种植信息和市场信息,获得广大农民

的表扬[62] 。 又如,湖北省仙桃市图书馆的“农

民读书读报活动”,在 1986 年间为乡镇企业和

村联户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油印了两万

多份水稻栽培管理技术资料,为当地利用水稻

栽培新技术开展农业生产提供支持;组织小分

队解决乡镇企业 150 多个技术难题;还多次召开

图书馆 (室) 扶贫工作会议、举办农业培训班

等[63] 。 上述案例较为早远,如今已不为学界、业
界所熟悉,但正是早年公共图书馆在信息扶贫、
科技扶贫、文化扶贫等工作中展现的专业功能以

及基于专业认知与专业习惯做出的各项工作,才
使其在各类文化机构中脱颖而出,在各项国家重

大减贫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也因为其专业

特质,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公共图书馆才得以在

文化扶贫政策体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050



肖　 鹏　 赵庆香: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的作为、贡献与经验(1978—2020)
XIAO

 

Peng
 

&
 

ZHAO
 

Qingxiang:Action,Contribution
 

and
 

Experien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1978-2020)

2023 年 1 月　 January,2023

4. 3　 循序渐进动态实施减贫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战略从救济式

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

时实施精准扶贫,一直根据实际情况,在扶贫路

径、资源使用方式、扶贫模式、考评体系等方面

持续做出调整[28] 。 文化主管部门与公共图书馆

行业显然也认识到:贫困治理是一个实践问题,
公共图书馆应当明确其在不同减贫阶段与减贫

战略中的定位,根据资源条件和现实状况,循序

渐进地参与推动减贫事业。
中国的减贫行动是讲求实际的。 文化是重

要的,但在减贫工作的早期,由于工作重点放在

经济发展上,国家和地方只能“因陋就简”地建

设图书室;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其减贫边际

效应的降低,这一表述更改为“一定的文化设施

建设”;再后来,随着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齐备,
系统性、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 / 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目标才被明确提出。 同样,分析摸索酝

酿时期到全面参与时期的 50 余份政策文本也可

以看到,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减贫事业中一直发

挥重要功能,但其具体作用并非固化的,而是不

断调整的。 摸索酝酿时期,公共图书馆在农业

科技推广方面的作用颇受重视,但这一角色后

来随着农业科技模式的转变逐渐淡化;与之相

对的,从制度探索时期开始,公共图书馆在文化

扶贫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职责,在智力开发、
社会教育等方面,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贯穿始终。
在民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与公共图书馆

相关的文化与信息保障可能并不是最迫切的,
公共图书馆在减贫事业中的角色是倾向于独立

化、个体化的;而随着民众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贫困治理需要向纵深发展,公共图书馆在

“扶智”与“扶志”中的价值逐步彰显,于是走向

了全行业发声倡导、共同探索、联合推动的新

起点。

4. 4　 汇聚各方力量形成事业合力

在参与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图书馆行业加

强内部联合、拓展外部合作,共同形成合力,有

效应对减贫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这种“事

业合力”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行业经验,实质上

也是微观视角下的机构经验:由于贫困地区往

往位于中西部、边疆地区或农村基层,在减贫工

作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一般是县级或基层图书

馆,其资源较为稀缺、人力也明显不足,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借力发达地区图书馆,省、市一级图

书馆或志愿者等多方力量。
“事业合力”的经验内涵,大体可以归纳为

三个方面。 首先,国家与相关部门重视并支持

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机构联合参与减贫事

业。 最典型的是,过去数十年的多项大型减贫

工程如文化共享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等,往往由多部门联合实施、由国家财政予以支

持,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 通过参与这些大型

工程,公共图书馆与许多相关部门和机构建立

了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 其次,以中国图书馆

学会为代表的图书馆行业组织有力地联合全国

图书馆界,推动各机构共同参与减贫工作,通过

组建专门委员会、推广优秀案例、开展行业培训

和交流、落实对口支援帮扶等多种方式开展交

流互助。 最后,各地公共图书馆积极联合政府

和相关单位、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发挥贫困群众

主体作用,构建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图书馆减贫

共同体。 例如,很多发达地区图书馆突破了传

统的行政区域限制,将资源和服务延伸到贫困

地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流动图书馆”项

目就先后在新疆哈密、西藏墨脱等地建立了分

馆,为边疆民族地区图书馆提供资源、设备、技
术、干部培训等专业协助[64] 。

5　 结语

尽管中国已经消除了整体性的绝对贫困,
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面向未来,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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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

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根本

要求,在更加强调发展性问题的相对贫困语境

下,公共图书馆将有望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
中国乃至世界的减贫事业提供更大助力。 在当

下的“后扶贫时代”,公共图书馆行业首先要直

面基层图书馆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进一步

展开有效行动:建设常态减贫机制,推进城乡公

共文化一体化与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社

会包容,保障特殊群体文化信息权益,着力打通

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精准对接民众多元需求,
提升公共图书馆在农村与基层服务中的实效

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乡村和脱

贫地区人员的发展能力,避免其再次落入贫困

的陷阱;推进信息平等,构筑基层普惠的数字资

源与智慧服务;最重要的是,守护并加强图书馆

的专业性,以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发展,支持更包

容、更可持续的发展[65] 。
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利益相关者,我们必须

高声倡导、着力论证公共图书馆对建设“更加平

等、更具人文关怀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的价

值[66] 。 2022 年 7 月,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共同发布了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 作为

全球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文本,
新版宣言的变化之一是特别突出了图书馆在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角色和地

位[67] ,而贫困问题正是联合国《2030 年议程》中

的首要议题。 图书馆人应当认识到:图书馆的

危机看似不少,大多却不值一提,但作为一种文

化保障与信息公平的制度,倘若我们无法践行

和阐述其在减贫这一项人类共同挑战之中的作

用,尤其是专业作用,那么,它将迎来真正的生

存挑战!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图书馆负责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编号:22BTQ10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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