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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农民信息需求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农业院校图书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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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peasants’formation demands , this article brings forward howthe agricultural academys can
utilize their advantage to offer the peasants effective information ser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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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农民越来越需要知识、技术

和信息。作为收集、整理、保存着大量农业文献信息资源的

农业院校图书馆, 有责任和义务为广大农民服务, 为农村经

济建设出力。

1  农民信息需求的现状

1 .1 整体经济实力不强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农民属于现

阶段的弱势群体, 经济资源薄弱 , 根本没有能力去顾及信息、

网络设备方面的投资, 据调查, 他们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主

要是通过看电视、听收音机、亲友传递等。

1 .2 文化知识水平不高, 信息化意识不强  长期以来, 由于

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 绝大部

分只受过小学教育, 严重影响了农民的信息素质, 一是直接

限制了农民对信息技术和网络知识的学习能力; 二是限制了

对信息的分析、理解和应用能力。

1 .3 信息的鉴别能力较弱 农民的知识水平、民俗习惯、居

住分散、交通和信息传播上的落后, 致使农民获取信息的能

力减弱, 造成一些不对称信息、虚假信息在农村传播 , 时有坑

农害农的事件发生。

1 .4  农村图书馆的现状不能满足农民的信息需求  改革开

放以来 , 直接面对广大农民的乡镇图书馆也进入了快速发展

时期, 各级政府牵头组织的“万村书库”工作就是帮助农村脱

贫致富的手段之一。但乡镇图书馆的不足已无法满足广大

农民的需求, 一是投入较少, 信息资源不足; 二是农村幅员广

大, 而服务面较窄 ; 三是从业人员专业水平较低, 没有经过专

业的技能培训, 对信息服务的方式不熟练; 四是信息滞后, 有

用的信息不能及时反馈到农民手中, 而滞后的信息又会导致

农民利益受损; 五是利用信息的主体意识不强 , 有时会听信

一些道听途说的虚假信息。

农民的信息意识比较薄弱, 而信息资源的利用对于他们

又十分重要。我国每年有几千项农业科研成果产生, 但真正

能够被转化到农业生产中去的却只有1/ 3 左右。农业院校

图书馆完全可以利用馆藏资源, 扮演好中介的角色, 起到信

息桥梁的作用。

2  农业院校图书馆的优势

2 .1  政策优势 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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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为农业院校图书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国家

又先后推出了“万村书库”、“扶贫工程”、“科技文化卫生”三

下乡等一系列工程, 为图书馆兴农扶贫事业的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社会背景和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特别是两会期间又出

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优惠政策, 更是鼓舞人心。

2 .2 馆藏资源优势  与农村图书馆相比, 农业院校图书馆

无论在基础设施、馆藏资源、人员素质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

优势。各农业院校图书馆为了适应学校学科的发展和学生

成才的需要, 都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自己较为完备且各具

特色的馆藏体系。这些馆藏资源年代久远, 地方文献丰富 ,

且学科广泛 , 包括很多适合农民读者使用的法律普及、农业

科技等方面的图书。在馆藏资源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朋

友迫切需求的, 如果这部分资源不被利用 , 是相当大的浪费。

2 .3 人力资源优势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进步, 农业院校图

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学历组成和知识结构方面都日趋合理。

各馆都拥有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如有懂信息技术的信息

开发型人才; 有懂畜牧、农学的农业技术人才 ; 同时还有咨询

服务人才; 管理型人才; 传统型的服务人才等 , 为农业院校图

书馆开展科技兴农服务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

2 .4 技术优势  目前, 农业院校图书馆都拥有先进的现代

化技术和多媒体网络设备, 如信息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多

媒体技术, 拥有丰富的网络开发经验, 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 ,

可利用现代高效的网络检索工具为用户提供信息检索服务。

3  农业院校图书馆开展农业信息服务的有效方式

3 .1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开放式服务  以往图书馆只满足于

被动地为校内领导决策和教学科研服务, 现在要跨出校门 ,

走向社会, 面向农村做深入细致地调查 , 向老百姓敞开紧闭

的大门。可以乡镇图书馆为依托, 送书下乡, 送书上门, 解决

农村看书难, 求知难的老问题, 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多读书、读

好书, 逐步在农村营造崇尚知识、崇尚文化、崇尚科学的良好

环境, 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另外, 农业院校图书馆可

以在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需求的情况下, 为乡镇图书馆

( 室) 及种养殖专业户办理集体或个人借阅证, 使他们能像在

校师生一样享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3 .2 利用馆藏文献, 编印简单实用的农业科技资料  针对

我国农村文化生活相对落后, 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实际, 组

织图书馆工作人员从有关报纸、杂志、内部资料等文献中广

泛搜集各类实用科技资料及投资小、见效快、收效高、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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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编印成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小册子, 积极与各级乡

镇农技站或图书室合作 , 向农民或专业户散发 , 以利于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与此同时, 图书馆工作人员还要及时收集农

民的反馈意见, 解答农民的疑难问题, 归纳整理成功项目的

技术资料, 通过举办技术博览会的方式向更多的农民传播 ,

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

3 .3 开发利用网络资源  农民是农业信息最广泛、最直接

的利用者, 我国加入 WTO 以后 , 农民更加需要依靠获取的信

息来进行各种生产和市场决策、网上寻求“订单农业”的合作

伙伴、通过网上市场买卖各种生产资料及农产品、访问农业

专家网站、咨询农业知识等。要加强农村网络建设, 并依托

农村三网( 计算机网、电话网、电视网) 传播农民适用的信息

技术, 搭建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平台, 鼓励农民上网 , 接受网

络信息服务, 使网络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3 .4 提高农民的信息素质 现在农村大量的劳动力, 特别

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涌向城市, 涌入发达地区。农村

人口文化素质低下, 技术人才奇缺, 因此, 农业院校图书馆应

发挥其优势,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大力推进农、科、教、产、学、

研相结合, 宣传引导农村基层决策者, 农业创业者和进城农民

工, 增强他们的信息意识。通过宣传、引导, 再加上进城务工人

员、退伍军人和创业人员的带动, 农村的整体文化层次和接受

信息服务的能力会得到提高, 信息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3 .5  提高假期利用率  长期以来 , 农业院校图书馆随学校

一起放假 , 馆员与教师、学生一起休息, 早已成为惯例 , 但农

民的信息需求是不分假期的。因此, 要打破传统的假日习

惯, 有重点、有目的的轮流值班, 最大限度地满足外地读者

和农民朋友的信息需求。同时, 假期也正是图书馆工作人

员走出去调查了解的大好时机 , 要了解农民想什么、急需什

么、有什么疑难问题、需求状况等, 以便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综上所述 , 农业院校图书馆只有积极为兴农服务 , 才能

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现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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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配电网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OFDM 也可提供高

带宽并且保证带宽传输效率 , 而且适当的纠错技术可以确

保可靠的数据传输。

1 .3  电力线上网的实现  电力线上网所需的安装实施是

相对简单的。在局端, 配备1 台PLC 局端设备进行信号覆

盖, 通过将传统的以太网信号转化成在220 V 的民用电力线

上传输的高频信号 , 采用耦合器将信号耦合到三相四线中,

实现信号的加载与传输。此时传统意义上的电力线就成了

用户上网的传输媒体了。如果电表是集中放置的 , 则可在

电表后进行信号耦合 , 此时信号加入后不受电表的磁场干

扰, 信号分配均匀 , 受电源总负荷变化的影响较小。在用户

端, 只需要有1 台PLC 用户端设备就可以了 , 通常采用电力

猫( PLC Modem) , 将其插入电源插座 , 再使用双绞线与计算

机的网卡连接即可。当用户数增加到15 个或以上时 , 可再

增加1 台PLC 局端设备以保证用户的接入速度不小于512

kbps 。以此类推当出口带宽足够时 , 随着用户数的增加只

要适时地增加PLC 局端设备的数量 , 就可保证所有用户的

连接速度。

2  电力线上网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以目前的条件综合来看 , 电力线上网更适合在广大农

村发展。它充分利用现有的低压配电网络基础设施, 无需

额外布线 , 节约了资源 ; 也无需挖沟和穿墙打洞 , 避免了对

建筑物和公用设施的破坏, 同时也节省了人力。对于经济

还比较落后、通信尚不发达的农村而言, 电力线上网不失为

一种比较适用且经济的通信方式。该技术利用四通八达、

遍布城乡、直达用户的220 V 低压电力线高速传输数据, 而

且能同时传输数据、语音、视频和电力。目前电力线上网的

传输速率已可达到10 Mbps , 国外的实验机构甚至已将速率

提升至200 Mbps 。随着电力线上网技术的成熟与普及, 将

极大地推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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