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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提升人们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因此加强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

文化服务全覆盖,提升服务效能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注重发挥信息技术对改善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的支撑功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畅通各种自上而下、由城

至乡的公共文化输送渠道,运用新媒体手段激活乡村图书馆服务资源建设,为农民提供个性化的文化服务。 

[关键词] 图书馆；乡村振兴；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Librar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ngjian Ling 

Library of Jiangjin District, Chongqing 

[Abstract] "If the nation is to be rejuvenated, the village must be rejuvenated." Improving people'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giving play to the radiating role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grassroots cultural service centers, realizing full coverag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t both rural 

levels, and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are necessary mea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obile Internet 

to unblock various top-down, urban-to-country public cultur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use new media to 

acti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y service resources to provide farmers with individuality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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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行动,推动乡村文

化繁荣兴盛,无疑成为乡村振兴题中要义,

并贯穿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图

书馆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室)、企业图书馆

(室)、乡村图书馆(农家书屋),有义务也

有责任完善服务网络、改变服务理念、提

升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大限度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 

1 图书馆在乡村振兴中得重要

意义 

1.1提升乡村人民的文化水平。图书

馆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文化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

志,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生存和意识形态

的根,具有基础性作用。要想实现乡村振

兴就必须抓住文化这一灵魂。乡村文化

可以塑造人,对某个地区的人文社会经

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

都能直接影响农村各方面的发展。乡村

文化的繁荣是因为乡村人民对于自身文

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乡村图书馆的建设

是提升乡村人民素质与文化水平的重要

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图

书馆作为公共文化资源传播的主阵地在

助力社会建设、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作用也愈加明显。而基层图书馆对乡

村地区文化的发展繁荣以及农村群众精

神文明生活的助力有着同样的意义。 

1.2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实际

需求。图书馆的建设本质目的是更好满足

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

会大众文化知识的获取提供便利。近些年,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乡村经济发

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地区群众的物质

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对精神文

化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就需要加快构建

完善的乡镇基础设施,更好满足农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实际需求。另外通过加

快图书馆建设,能够更好为当地居民提供

精神食粮,保证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文

化知识能够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有效的

传播,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建设图

书馆,还能够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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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悠闲的阅读环境和阅读范围,为基

层地区农民群众的科学阅读提供相应的

渠道,更好向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图书

和思想文化。由此能够看出,加快乡镇图

书馆建设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需求的重要举措,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3更好迎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

诉求。乡村振兴战略并不只是从经济角

度入手,而是实现全面的振兴发展。乡村

文化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快产

业发展,利用各种政策措施让农民群众

的经济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群众真

正富足起来,在此基础上满足农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加快乡镇图书馆

建设,能够更好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素

养,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对文化知识的实

际需求,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另外通过

加快构建图书馆,能够让基层地区的农

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先进的科学

文化知识洗礼,让农民群众能够明白种

田靠科学,更能够认识到人不学不知道,

读书可以使人明智、明理。农民群众受

到多种精神文化的洗礼,能够开拓眼界,

明白政府所制定政策的意义,并主动配合

各项政策的实施,更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能够

更好地助力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还能

够更好地推动农村地区特色文化的发

展。乡镇地区的图书馆通过搜集基层农村

地区的各种特色的档案资源特色的文化,

进行有效的加工整理,更加方便大众阅读,

也可以增加村集体群众的文化自信。 

1.4从根本上提升乡村人民的文化

素养。乡村的文化根本还是在农村,这点

是无法改变的。建立乡村图书馆,是为了

给农村文化生根,还应还权赋能给农民,

让乡村 终能实现自主服务、管理和发

展。从而激活乡村文化根,提升农村文化

水平,农村能源源不断地生长出一代代

“文化常青树”,让图书馆在振兴乡村中

发挥出重要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 乡村图书馆建设的有效路径 

要想更好的发挥图书馆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文化服务职能。首先,需要发展

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增加

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满足农民群众的生

存需求之后人民群众才会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身到文化生活当中去。所以在今

后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快推进乡村经

济产业的发展,增加村集体经济发展实力,

获得更高经济收入,经济提升之后,对图

书馆各项设施作出有效的完善,保证图书

馆阅读推广服务内容更加多样化,让农民

群众能够体会多样化的服务,促进先进文

化科学知识学习和应用。其次,建立健全

图书馆保障体系是乡镇图书馆能够有效

运营的基础。只有具备完整的保障体系,

图书馆才会有 基本的资金来源来进行

设备的维护、图书的增添等让图书馆向更

好方向发展的条件。而建立图书馆的保障

体系, 重要的也是 有效的方式就是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地政府支持建设的

乡镇图书馆应由当地政府直接负责,从图

书馆的建筑规划,到馆藏图书的配置,再

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配备、日常管理服务

等,才能够体现出政府的用心。当地的人

民群众可以在这些肉眼可见的事物上感

受到政府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

民生存环境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良苦用心,

从而主动配合政府各项工作的实施。 

3 乡村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3.1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融合。在

乡村图书馆建设中,使一些城市图书馆

跨界进入乡村文旅产业,提供多样的文

化服务,传播生活时尚与创意美学。把极

具现代气质的先锋图书馆和当地传统气

息浓厚的氛围融为一体,打造体验式的

美好空间,提供知识分享的场所,丰富了

乡村的文化生态。“以艺术唤醒乡土,以

文创激活乡村”策略,开展公益阅读教育,

共建共享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的探索。除此之外,图书馆要对乡村文化

资源进行甄别和挑选,把有价值的内容

整理与激活,让当地的文化得以传承和

发展,激活地域鲜明的乡村特色文化。 

3.2图书馆基础建设与乡村的融合。

把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与乡村气息相融合,

力求突破平庸把乡村空间美感发挥到极

致。因地制宜,把传统民居、建筑的特点

和现代风格结合起来,把读书文创与休

闲娱乐结合起来,把实体图书馆的现场体

验和网络远程选书配送结合起来,力求文

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促进乡村文化生

活的对流与融合,让人们看到了乡村发展

的更多可能性。在建设图书馆时让过去和

现代的元素在这栋建筑里得到完美融合,

将中国特有的乡村文化传递给更多热爱

阅读的人。“ 大保留, 小干预”,将土

地原生的力量充分表达,使图书馆建筑

与自然的融合真挚而动人。让图书管的

落成在乡村中并不显得突兀。 

3.3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图书馆

是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人们一进

入图书馆,就会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进

入到想学习的气氛中。充分利用图书馆的

氛围作用,调动乡村的文化学习氛围,需

要灵活打造乡村的文化空间。图书馆可以

利定制乡村特有的文创产品,定期举办阅

读活动。为乡村建设实践者们提供了一个

经验交流分享平台。通过举办各类农业技

能交流大会、邀请专家学者向农民群众传

授知识技能和职业技能等活动,营造良好

的学习交流氛围,从而提高农民群众的整

体素质,坚定文化自信, 大化的发挥基

层图书馆的文化传播的功能,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的稳步推进。这一过程能够促进农

村经济走向良好的发展循环,调动农民群

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缩小城乡差距,

使得城乡协同发展。图书馆是我国的公共

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在文化建设中彰显

文化“主体”的作用。图书馆不但有保存

文献的功能,还能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充

分发挥图书馆在乡村振兴上的作用。乡村

图书馆的建设需要结合当今新时代背景

下的新内涵和新价值,在保留优秀乡村文

化传承的同时,焕发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乡村人民文化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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