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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书香永存

“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而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

上，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就是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群众阅读、学习的需要，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

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建立在行政村的、由农民自主管理、免费提供

图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及阅读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是造福农村居民

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农家书屋 2005 年开始在甘肃省试点建设，2007 年 3 月在全国全面推开，

到 2012年 9月农家书屋工程提前三年完成建设任务，建成标准书屋 60多万家，

实现了“农家书屋村村有”。7 年，2500 多个日日夜夜，60 万家农家书屋拔地

而起，无数散发着墨香的书报像一股股清泉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静静流

淌，不过数年，已成生活。一个个小小的书屋就建在乡乡镇镇、村村落落、田

间地头，它距离农民群众如此之近，近到触手可及，近到它就是村民身边的图

书馆，是村民的“文化粮仓”。农家书屋已融入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悄然

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已建成的书屋，有的成为知识的海洋、求知的乐园；

有的成为沟通邻里情感，以书会友的交流平台；有的成为传播信息、交流思想、

传承文化、共同守望的精神家园；有些地方更将其作为引导农民阅读、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主阵地加以建设。书屋正以其“书香润物细无声”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推进并引导着乡村和谐文化风气的养成。

笔者从事高校图书馆工作 20 多年，对书、对阅读、对文化传播、对与书

有关的各种事情有着本能的敏感和关切。当 2007 年有关农家书屋的信息出现

在报纸上，笔者便对此有了深切关注。看着“她”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2

翰墨书香飘农家—— 新时期我国农家书屋建设研究

从质疑到肯定，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作为图书馆工作者愿意为这美好

事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09 年我和同事樊会霞、贾秀军、胡晓杰老师在一次工作商讨中，提起了

农家书屋，提起了农家书屋的作用应该和图书馆相同。于是，我们对图书馆事

业的热爱之心产生了共鸣，组成了课题研究小组，从图书馆工作的专业角度深

入研究农家书屋及其工程建设，并作为志愿者对石家庄市及周边区县的一些农

家书屋进行了帮扶服务，主要针对书屋的管理，诸如图书的分类、排架、导读

等工作进行了帮扶和指导。在志愿服务工程中，我们发现农家书屋建设很不容

易，但巩固更为困难，尤其是在书屋的管理和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我们达成共识，为了防止这一惠民工程成为“政绩工程”而昙花一现、

来得快，去得也快，要从我们自己做起，积极进行专题研究、积极进行志愿服

务、积极进行宣传与呼吁，要让书屋从建设之初就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未雨绸

缪、深谋远虑，积极探索有效的建、管、用长效机制，使农家书屋能够持续发展，

真正成为农民心中“最壮丽的宫殿”。同时，我们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从 2010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与“农家书屋”的统筹协作研究——

以石家庄周边区县为例》，到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农

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图书馆专业化援助机制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图

书馆业界的充分认可，得到了石家庄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提出的有关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思路及策略，在石家庄市农家书屋建设及发展

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能引起新闻出版界、图书馆界对农家书屋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其持续

发展有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搜集、查阅了有关农家书屋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大

量参考资料，诸如专家、学者的图书论著、期刊论文以及网络信息等，对其中的

一些观点、数据、图片或实例进行了参考、吸收或引用；本书还选登了一些“我

的书屋，我的家”和“农家书香”征文活动优秀作品，由于没有所有原始作者

的联系方式，有些引用没能取得与原作者的联系，在此，向本书中所有引用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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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表示感谢！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张秀红处长、

石家庄市文广新局宋素军处长的专业性指导，对他们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同

时，还要感谢我的同事樊会霞、贾秀军和路程老师对我的关心支持！本书在出

版过程中，得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王云弟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深感谢！

2015 年正是农家书屋从试点到建设完成、到延伸服务整整十年的时间，也

正是我们教育部课题完成的时间，在此之际撰写本书，是对农家书屋工程建设

及发展历程的一个总结，是后书屋时代农家书屋如何持续发展的一个前瞻性思

考，也是我们课题研究的圆满成果。

                                                    姚秀敏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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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形成背景及演进过程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战略要求，全面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满足广大农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提高农民素

质和农村文明程度，使广大农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

华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扶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彩，初步形成了

点面结合、形式多样、活动丰富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农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事关广大

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是一项关系民生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提升农民

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础工作。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农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农村民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的基本文化服务。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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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

共文化鉴赏、参与大众文化活动等内容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提

供上述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和实现途径，当前“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五

项文化惠民工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并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措施 ,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

内容。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背景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66 年，有关

文化权利的主要法律文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经联合国大会通过，1975 年 1 月 3 日开始生效。我国政府于 1997 年 10

月 27 日签署了该公约。2001 年 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中国加入《公约》。2001 年 3 月 27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

国秘书长递交了批准书。2001年 6月 27日，《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公约》

规定缔约国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

被保护之利［2］”。同时规定了缔约各国政府为保障公民充分实现上述文化权

利采取所必需的步骤。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演进过程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生效的背景下，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特别提出：“要

　　[1] 李国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3）：5-1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首次报告 [EB/

OL]．http://www.fmprc.gov.cn/xws/xgfg/P02005041856145.201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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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对文化公益事业扶持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制定“十一五”

规划的建议》，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次被表述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

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5 年 11 月和 12 月，党和政府连续出

台了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政策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

见》和《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目

标被定位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

益，繁荣农村文化事业”，明确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

2006 年 9 月，国家颁布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领域第一个阶段性的国家发展规划纲领，在国家文化发

展布局和体现政府职能上，给予“公共文化服务”前所未有的地位。明确提出

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

协调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1］。

此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

中，成为当前文化建设的“流行语言”和核心理念［2］。

2007年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又一个前所未有的举

措。2007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 提出要逐

步解决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构建覆盖

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被提升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的主要途径。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农村文化作为

　　
　　[1]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EB/OL]．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6/content_431834.htm.2012-03-10．
　　
　　[2]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EB/OL]．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0213743.html.

2012-03-1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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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抓好落实，提出要“重视城乡、

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进一步提出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1］。

2011 年 3 月，我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单独设为一篇，对“十二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

提出了“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2］。

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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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文化

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提出“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

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

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2012年2月，国家发布《“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

2015 年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乡居民能够较为便捷地享

受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3］”。2012年 11月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

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从2001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生效，到2002年“十六

大”报告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

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十七大”报告把覆盖全社会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到十七届

　　[1] 于群 . 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B/OL]．http://chinareform.org.cn/

Economy/Agriculture/Forward/201203/t20120326_137786.htm.2014-12-07.

　　[2]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 [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689516.

htm.2012-03-28．

　　[3]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EB/OL]．http://www.mlr.gov.cn/

wskt/201202/t20120216_1064140.htm?page=3．201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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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十八

大”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向社会免费开放，这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形成逐步走

向完善的演变过程［1］。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素

李国新教授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五大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网络覆盖体系；产品生产服务供给体系；人才、资金和技术保障体系；组织支

撑体系；运行评估体系。一个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具备三方面的

特点。设施：应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固定网点和流动服务相结合、实现全覆

盖；服务：应普遍均等、全民共享、方便快捷、优质高效；体制机制：应低成

本、高效益、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2］。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农民群众对基

本文化需求集中在以下几类：（1）为其提供种类丰富、水平优秀、贴近农村

生活实际、强调农民参与的文艺演出服务。（2）为其提供更新及时、方便借

阅、实用有效、数量充足的图书信息服务。（3）为其提供技术先进、城乡同步、

频次适当、场地舒适的影视放映服务。（4）为其提供范围广泛、形式多样、

切合需求、通俗易懂、费用低廉的教育培训服务。（5）为其提供便于参与、

设施齐全、环境良好、服务优质的文化活动服务［3］。因此，应从以下八个方

面来努力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理论体系

政策、理论体系，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意义，

是公共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石和根本。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旨

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意见和法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1]李国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3）：5-11.

　　[2]李国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3）：5-11.

　　[3] 北京市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总报告 [EB/OL]．http://www.docin.com/

p-65046716.html.201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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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2006年9月发布的《国

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当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非常具

体化的指导意见。有些地方也在酝酿出台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法规，例如

江苏省政府制定了《文化馆（站）管理办法》。县（包括县级市）可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县一级农村文化发展纲要［1］。云南禄丰县实施“文化名县”战略，

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文

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2］”。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专门发文出台了《关

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3］，从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方

面指导湖州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近年来，北京市遵照中央关于加强新农

村文化建设的指示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满足农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保障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市

文化局与北京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划转事项及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了村级文化活动的经费标准；北京市文化局还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规范

和标准》，为提升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提供了指导。

这些政策和法规，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制度

保障。目前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须大力加强关于加强农村

文化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 二 )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体系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物质保障。包括县级文化馆、公

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广场、公园、文化中心、工人文化宫、青少

年宫以及影剧院、乡镇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公共文化

　　[1] 全 力 构 建 农 村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EB/OL].http://www.china.com.cn/xxsb/

txt/2006-10/08/content_7221501.htm.2014-12-07.

　　[2] 王玉玺 .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B/OL].http://www.sogou.com/websnapshot

?ie=utf8&url.2014-12-07.

　　[3] 中共湖州市委、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EB/OL].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1752/265940.shtml.201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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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我国现阶段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文化站，村有文化室”的目标、

逐步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设、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

的倾斜和文化信息服务数字网络建设，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任务。公

共文化场所是农民群众接受公共文化服务最基本的场所，只有形成一个以公有

文化设施为主导、社会团体、民办文化设施作补充的，遍及农村乡镇，合理布局、

公平准入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才能实现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的。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体系

结合当前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建立适应需求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1）

繁荣文艺演出服务。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下属的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单位和创作

人员，应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实际，创作出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的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作品，把高水平的公益演出送到村头，以满足农村文化

艺术的需求。（2）完善图书信息服务。建立中心图书馆管理体系，制定图书

资源调配与流通计划，通过配合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推广，与农村文化设

施建设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利用，积极发展农村基层服务点，重点支持边远贫穷

地区乡镇、村基层服务点建设，实现图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与流通。按照区

域和功能专项发展，形成区域间功能互补、区域内配套完善、各级服务功能特

点突出的思路进行公共图书服务体系的建设。（3）加强影视放映服务。加快农

村数字影院影厅和农村放映点的建设，确保放映设备同步到位，增添流动放映

设备以扩大农村电影放映覆盖面。加快“村村通”实施进度，提高行政村光缆

覆盖率和有线电视注册用户。（4）改善教育培训和文化活动服务。由文化主管

部门统一制定将分散在各区县、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的各类公益性文化教育和

科技设施资源的服务整合计划，为本地农民举办各类教育和辅导培训服务，倡

导与提供农村地区地方性、综合性、精品文化活动，促进教育培训与文化活动

资源共享。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发布体系

信息发布体系是一个关于农村文化社会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的系统，

通过这一系统的工作，让广大农民群众直接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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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式、地点等相关信息，同时还可以让农民直接享受到某些可以信息化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这一体系包括公共文化电子政务系统、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的农村基层服务点、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网上博物馆、网上艺

术馆、远程教育、网络学校等利用现代化手段为农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

项目。通过这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建设，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信息服务的多层

次、多样化的覆盖网络 , 使信息服务能惠及广大农村群众 , 把信息资源直接交

给农民群众去使用。如目前在江苏盐城地区兴办的农村富民网络大学，正是为

农民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好途径。

（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保障体系

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血脉，充足的资金投入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职

能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手段，逐步加大财政对农村

文化投入力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优化服

务供给内容和程序，提高服务质量，使农村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

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积极探索和建立合理的公共文化项目运营体制和机制，

吸引社会资本通过融资、投资、集资、捐助、赞助或建立基金等多种形式参与

兴办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通过服务的市场化、资金的社会化，达到公共文化服

务的良性运转，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一些农村乡镇，由政府

引导建立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农村乡镇文化发展基金会来筹

集资金，是很好的形式。但社会筹集资金不能代替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投资的

主体责任，要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机制，以满足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体系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所需人才涉及到农村文化理论

研究、文艺创作和表演、文化管理、文化运营、文化服务、技术服务等多个领

域和方面。目前，从农村实际出发，尤其应当强化三支队伍的建设。（1）农村

文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2）农村文艺创作和表演人才队伍建设。（3）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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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另外，一个完整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体系，不仅

包括参与其中的各种农村文化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整套吸引人才、帮助

人才创出业绩的良好的人才制度，为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才能真

正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估、监督体系

没有评估的监督是没有依据的监督，达不到监督的效果；没有了监督，整

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作就得不到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效

益如何，是否满足了农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实现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需要

依靠科学的绩效评估进行衡量和监督。因此，有效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是促进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绩效评估经验，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现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的绩效评估，应当强调四点：（1）绩效评估内容既要包括效率评估，更要包括

效益和公平度评估。（2）既要有明确的绩效评估目标和任务，又要有科学合理、

简便易行的评价指标体系，便于评估和监督的顺利实施。（3）鼓励公民个人、

社会团体、舆论机构等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

径，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估，以保证评估的客观公正性。（4）实

施严格的年度审核报告制度，通过审核，对经费的使用是否合理合法，经费使

用是否有效率、有效益等问题进行监督检查［1］。同时，政府可以依据评估的结果，

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制，从而保证农民群众得

到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的拨款（投资）、社会捐助等资金得到正当合理

的使用等等。

（八）完善机制，保证文化服务体系发挥效能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为了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此，要立足农村文化建设的实

　　[1] 苏红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构建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7）：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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