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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的优势 ,提出了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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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

要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型农民做了具体概括 , 提出“提高农民整

体素质, 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是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

学, 利用图书馆接受继续教育对读者来说是最灵活自由的形

式, 尤其适合农民。将农民纳入到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 用

知识武装其头脑, 将他们培养成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

民, 是时代赋予图书馆的神圣使命。

1  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的优势

1 .1 培养成本低廉  我国农民达9 亿人, 要提高9 亿人的素

质, 任务非常艰巨。农民们整体上还处于温饱状态, 供子女

读书已很困难, 更别说用闲钱接受继续教育。公共图书馆作

为社会公益机构, 有较多的免费服务项目, 即使是有偿服务 ,

也较成人继续教育成本低。图书馆的书刊资料虽教给农民

知识与技能 , 但不要求农民管吃、管住、付工资, 是农民无学

费或低学费的老师 , 适合农民的经济条件 , 符合我国国情。

1 .2 书刊资料方便易得  图书馆的书刊资料, 只要不是人

为因素丢损 , 农民都可在需要、方便时去借, 用完即还, 是农

民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随时交流的贴心“老师”。

1 .3 文献信息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  一本书相当于一

个老师 , 成千上万册书就相当于成千上万个老师随时恭候农

民朋友的请教, 这些“老师”知识渊博、百问不厌、百问不倒 ,

既能使农民有文化, 也能使农民懂技术、会经营, 从而提高农

民整体素质, 成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1 .4 文献更新快 文献信息不断添新, 紧跟时代的发展, 能

满足农民对新知识的需求。

2  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的途径

2 .1 将农民工纳入服务对象[ 1]  很多农民不到公共图书馆

学习, 是因为他们不知晓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公共图书馆

不应将农民拒之门外, 要主动宣传自己的公益性, 让农民了

解免费服务项目, 从而更好的利用公共图书馆。学校、科研

院所等图书馆要尽早为农民开放 , 低价为农民提供文献借阅

服务, 降低办证的门槛, 简化办证手续, 借阅规定要人性化 ,

简洁明了, 在接待农民读者时更要热情周到, 切忌衙门作风。

城市各类图书馆在书刊资料种类数量等方面有较强的优势 ,

应主动积极地担当起培养新型农民的职责, 使农民在为城市

服务的同时 , 也得到城市为他们提供的服务, 使其在知识水

平与能力方面都有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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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乡镇图书馆书刊采购要贴近农民生活 乡镇图书馆在

经费少的情况下, 要结合当地农村生产、经济发展的具体情

况, 将经费用在购买农民最实用的书刊资料上 , 尽可能地丰

富馆藏, 既有实用科技及经营、管理资料, 还有适合乡镇居民

的生活、娱乐、消遣等方面的报刊书籍 , 满足农民多方面的文

化生活需要, 提高综合素质。

2 .3 提高乡村图书室的数量与质量[ 2]  乡村图书室是农民

身边的“老师”, 增加乡村图书室数量能使更多的农民就近借

阅书刊, 为农民读书创造更便利的条件 , 使更多的农民得到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实惠, 是新农村建设、培养新型农

民的重要途径。同时, 乡村图书室的书刊要保证质量, 根据

农民的需要精挑细选, 宁缺勿滥, 少而精, 书刊内容通俗生

动、实用, 使每一本书刊对农民都有用处。

2 .4  以灵活的图书馆形式为农民的学习创造条件[ 2- 3]  基

层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 , 新书刊往往难以为继 , 无法满足农

业生产的需要, 要解决农村基层经费少、书刊少的状况, 可采

用灵活基层图书馆( 室) 的经营形式。①乡村流动图书馆

( 室) 形式。采取这种图书在乡村间轮流借阅的流动图书馆

方式, 使同样的书刊被更多的农民共享 , 花较少的钱 , 使更多

的农民有书读。②书籍银行形式。激活农民或城镇居民手

中的闲置书刊, 以较低的存书利息付出使更多的农民读到较

多的书刊 , 农民读书时只需付出较低的租金( 如每天1 毛) 即

可。除办馆形式上的灵活, 在购书经费上也可采取多种方式

筹集, 如个体经营、集体与个体兼营或集体集资, 或向社会募

集资金等[ 2 ,4] 。只有购书经费增多, 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成

为有米之炊, 新型农民的成长才有营养保障。

3  图书馆培养新型农民的方法

3 .1  培养学习型农民 各类图书馆要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

学习活动形式, 在农民群体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培养学

习型农民。①组织农民成立读书协会。根据读者的数量以

及图书馆的规模组织农民成立相应的读书协会, 如农民读者

协会、农家读书乐等, 使农民既从书本中学习 , 也互相交流传

播学习所得, 提高学习效果; ②开展读书辅导与咨询。农民

在读书活动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 图书馆员应进

行有征对性的辅导、解答, 使其学习不因过多的障碍得不到

解决而失去兴趣与热情 , 增强他们学习的劲头 ; ③开办各类

讲座。如图书馆员为农民举办读书的作用、读书方法、各种

专题讲座等。讲座内容由浅入深, 由通俗到高雅, 使农民通

过听讲座产生读书的兴趣与动力, 学会如何读书, 解决生产

中的各种技术难题。也可精选有名的图书馆讲座如“上图讲

座”等资料提供给农民, 使农民感受高雅文化与现代文明, 提

升人文修养水平; ④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 促进农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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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的提高。如有奖知识问答、专题演讲、好书推荐、评选

“我最喜爱的书”、写读书心得、征文比赛等 , 通过这些活动 ,

培养农民学习习惯, 强化学习效果, 提高综合素质; ⑤树立并

宣传学习成功典型。如开展读书成就评奖, 奖励那些通过刻

苦学习取得各种成功的先进农民 , 为农民树立鲜活的学习榜

样, 调动广大农民的学习积极性。总之, 图书馆要多想办法 ,

使农民们养成终身自觉学习的习惯, 主动学习 , 时时学习, 处

处学习, 人人学习。学习、工作、生活一体化, 提高文化修养

水平, 提高劳动技能与管理水平, 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 .2  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及信息服务 各类图书馆可结合

当地农民生产的需要, 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及信息服务, 如

与农民生产经营项目有关的专题资料搜集与提供、农业新技

术及实用致富技术推荐、农业科普资料介绍、农业信息搜集

与提供等, 让农民掌握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 提高科学种田

的能力 , 提高生产经营的决策管理水平。

3 .3 对农民进行信息素质教育  当今信息化社会, 计算机

及网络日益普及, 农业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 信息量更大, 信

息载体形式也日益多样化。纸质文献、电子文献, 报刊信息、

电视广播信息、网络信息 , 让农民目不暇接, 有的甚至闻所未

闻, 难以适应。新型农民只有尽快掌握信息社会的学习与生

存技能, 能在海量的信息中捕捉到于自己有用的信息, 才能

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农民的信

息素质教育已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课题。图书馆应发

挥在信息素质教育方面的人力、物力优势, 积极开展对农民

的信息素质教育, 内容应包括: 信息意识教育, 信息能力教

育, 信息修养教育[ 5] , 通过对农民进行信息素养培训, 使农民

能根据生产与经营需要随时从各种途径与载体中筛选有价

值的信息, 用以指导自己的农业生产与经营, 在生产经营中

占得先机、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

4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培养大批的新型农民作为人

力资源保障。各级各类图书馆应积极主动地担当起这一神

圣的历史使命, 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方面的优势, 多

途径满足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需要, 以提高9 亿农民的整体

综合素质, 为新型农民的成长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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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也是改善地区投资环境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落后地

区旅游业将是快速实现地区知名度的手段之一, 可改善地

区的吸引力。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源型城市 , 面临着产

业结构单一、资源逐渐枯竭、开发成本上升、竞争力不强等

问题, 其主导产业是围绕资源开发而建立的采掘业和初级

加工业, 城市的财政收入渠道单一, 财力不足。在产业转型

过程中, 旅游产业是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先导产业,

可通过旅游业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 构建资源型城

市新的产业结构 , 实现旅游产业作为资源型城市优势产业

的目标。

3 .4  建立循环型旅游生态评价体系和市场管理机制  发

展旅游业能实现的资源合理利用, 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现

代旅游业的掠夺性开发形成的是旅游观光型产品, 此类产品在

规划时未充分考虑对环境带来的伤害, 这种生产方式虽可获得

的是明显的经济效益, 但这种行为可提高旅游业生产成本。循

环型旅游业将旅游业的经济活动很自然的纳入到旅游业生态

系统的循环过程, 通过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旅游业废弃物的循

环利用实现旅游业的清洁生产, 重新构建了旅游业生态系统的

自然循环, 减轻了旅游业面源污染, 从而保证旅游业生态系统

能为人类持续提供充足而可靠的产品与服务。

目前, 我国旅游产业的生态评价体系不完善, 仅依赖于

环境保护产业的相关评价体系进行评定。合理地建立有针

对性的循环型旅游生态评价体系将是实现资源型城市旅游

产业发展的基础。

3 .5 发展与循环型旅游产业相关的生态产业 旅游产业涉

及的部门多, 产业关联性强, 因此, 它所涉及的每项相关产业

都应以旅游产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产业建设。如生态旅游

农业绝不是回到传统农业或者回归自然, 它使农业发展向生

态合理的方向转化, 将旅游业与农业及相关产业相结合, 将

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旅游效益更好地结合, 是

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3 .6 创建旅游产业群  资源型城市发展旅游业可依托发展

旅游产业的比较优势, 首先引进中小旅游企业投资, 经过良

性循环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通过发展中小旅游企业, 形成若

干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网络, 形成多个企业网络产业群, 最终

建立旅游产业群。可通过企业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 推动企

业网络的演进和发展 , 创造出持久的区域竞争优势。

3 .7  加强科技资源的运用 在转型过程中, 应重视对旅游

开发和经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技术和管理的促进, 积极

推进产学研合作, 协助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进行沟通。

通过信息化工程的运作, 使旅游业的开发与保护成为发展地

区经济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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