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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农家书屋在解决广

大农民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同时，

农家书屋也存在读者对书的需求与书屋存书不匹配、管理和

服务机制相对落后等问题。对此，应从建好书库，用好载体，

做好服务，找好扶助四个方面入手，加强农家书屋建设，提

升农家书屋的文化传播功能，满足农民的阅读、文化需求。

存好书籍：建好农家书屋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基石

一是根据农民的现实需要选择“好书”。农家书屋的存

书，要根据农民的现实需求特点来选择。农业知识类的图书，

尤其是关于科学种植、养殖，农村医疗卫生，应当是农家书

屋购书藏书的首选。同时，还应扩充科技农业、人文历史类、

哲学法律类、天文地理类、考试升学类、养生类等存书，以

满足各类人群对不同知识的需求。最后，也要根据农民对国

家发展等的政治需求，存入权威报刊，并及时更新，便于农

民了解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增强他们“入世感”和“共同

责任感”。

二是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完善电子图书馆的建设。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存好书，不仅包括纸质图书，电子图书

也应该成为建设当代农家书屋的重点。除了传统纸质图书阅

览室外，至少应该设有一个单独的电子阅览室，购入一些与

农民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子数据库，如 ：中国国家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中心、中国农技网第三方农业技术平台等，既便

于农民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知识进行无缝链接，同时也能

为中国农业实现信息化、工业化、现代化服务。

三是开展图书荐购，随时补充农民需要的图书类别。农

民自己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书，开展图书荐购，让农民随时

将自己需要的图书记录下来，定期采买，不断丰富农家书屋

的藏书，保证农家书屋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农家书屋可

以积极与书商联系，现在很多书商会联合开展现场采购会，

通过与书商联系，在他们开展现采活动的时候积极参与进去，

选派农民代表去参加现场采购，可以获得最新最需要的书籍。

用好载体：架起农家书屋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桥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毋庸置疑，农

家书屋是满足农村居民文化需求的重要平台。

通过传统文化节日等为节点，开展读书活动。当前农村

的现实情况是，年长的农民居多，一般文化程度比较低、自

学能力也差，需要借助一定的活动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建

议根据时节的变化或者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等

传统节日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并传递一

些文化理念给他们。同时，可以积极与科普专家联系，比如，

在重阳节开展老人养生保健讲座，在儿童节开展青少年健康

心理讲座等，丰富其业余生活，增长其知识和见识。

根据农民的不同需求，开展不同类型的读书活动。针对

农村的青少年群体，农家书屋可以开展“最美读书人”征文

演讲比赛、“我和家人一起阅读”评选活动等。此外，针对具

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新型农民”，应通过邀请农业专家

走进农村现场教学、开展农业相关专业数据库应用讲座等形

式，帮助他们随时接受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使其创造出更多

的实际产值。对于年龄较长的农民，则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

爱好，联系文艺机构，定期开展戏曲大舞台等活动丰富他们

的业余文化生活。

应用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宣传读书活动。农家书屋还可

以通过广播，宣传栏等形式，定期播放、展出农民需求高、

兴趣高的科学知识，如科学种植、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内容。

可以将农民分成不同的小组，在农家书屋专人指导的基础上，

每组负责一期宣传栏的内容准备、制作等，让农民参与到活

动中来，提升他们主动获得知识的兴趣，也增加他们的获得感；

同时设立农民需求簿，让农民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记录下来，

农家书屋务必“屋”尽其用
谢守成    孟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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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农家书屋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为积极发挥农家书屋的文化传

播功能，做到“屋”尽其用，必须存有好书、用好载体、做好服务、找好扶助，发挥农家书

屋这项惠及广大农民的工程应有的作用，让农民切实获得阅读的愉悦和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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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农家书屋，作为下一期的主推内容，更精准地掌握农

民的需求，让农民融入进来，激发他们的兴趣。

做好服务：提供农家书屋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保障

积极做好服务，逐步建立农家书屋的长效服务机制，持

续发挥农家书屋的文化传播功能。

选取和培养专业的农家书屋服务人员。作为农家书屋的

管理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图书管理知识，更需要“接地气”，

应提供更长时间的服务。因此，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可从农民

志愿者中选拔培养，尤其可在青少年学生中选择合适人选。

除此之外，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设岗进行专人专职管理。

提升政府对农家书屋的重视和支持。农家书屋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往往将注意力放到能够带来明

显的经济效益的项目上，而容易忽视农家书屋这类社会公益

性项目。当前，政府应提高对农家书屋的重视程度，农家书

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其运行成功与否，关系到农

村文化建设的阵地牢固与否，关系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

富与否，需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

发挥农民主体能动性，使其自觉参与农家书屋运行。可

以通过开展“农民读书一加一”等形式的活动，让农民加入

到农家书屋的活动中来，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增加农民的

获得感。同时，可以鼓励农民将自己的空置房屋让渡或者以

出租的形式借给农家书屋设立分馆，一方面可以增加农家书

屋的场馆，另一方面也方便周边的农家就近集合共同开展小

型活动。

建章立制，规范农家书屋的管理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农家书

屋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建章立制必不可少，要不断完善《农

家书屋管理办法》《农家书屋借阅办法》《农家书屋登记办法》

《农家书屋管理人员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同时做好图书的

登记造册、借阅登记、图书修复保存等工作。

找好扶助：插上农家书屋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翅膀

积极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农家书屋不能坐等政府扶助，

可根据国家政策的要求，自己谋划、制定出可行性计划，提

交相关部门，申请持续性扶助，并逐渐形成长效机制。相关

政府部门也应当主动调研，及时了解农家书屋建设中的问题

和困难，及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总之，双方共同

努力，形成合力，共同存进农家书屋的发展。

积极与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对接，寻求扶助。农家

书屋可以通过和高校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对接，主动将自

己的管理人员送到高校图书馆或者公共图书馆接受专业培训，

学习管理的经验，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同时，可

以邀请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团队到农家书屋，通

过实地考察、交流座谈等形式查找、发现问题，并寻求有效

的解决办法。

积极和社会各界联系，获得扶助。农家书屋建设资金来

源除了政府拨款以外，还可主动和当地企业家联系，寻求他

们的帮助。可以让企业家以出资的形式进行帮扶，也可邀请

其来农家书屋开展创业经验座谈等活动。农家书屋还可以主

动和书店、出版社等建立长期往来，便于及时获得最新的书

籍信息。除此之外，农家书屋还可以主动和社会公益机构联系，

从公益机构获得数量可观并且具有价值的图书。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

文化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16ZZD04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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