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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玉林市乡镇图书馆的现状和发展作了分析，提出了在新环境下乡镇图书馆的发展思路，在于围绕最

近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会议精神和“十一五”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

需要做文章，结合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破当前乡镇图书馆的发展瓶颈。强调各级公共图书馆对乡

镇图书馆的对口支援，提出部分乡镇图书馆升格为县级公共图书馆或街道、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动态。并对行政村

级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弥补乡镇图书馆抱残守缺的局面日益重要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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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到今年 6 月 16 日中

央政治局召开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会议，强调当前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实

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

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中央把文化建设列入重大议事日程，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乡镇图书馆的

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乡镇图书馆的发展思路，必须是围绕中央精神做文章，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宏伟蓝图去研究讨论，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才能明晰起来。本文以

玉林市为例，试从几个方面探讨乡镇图书馆的发展思路。 

一、乡镇图书馆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发展，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世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乡镇图书馆事业初具规模，

到 2003 年我国乡镇图书馆 5．78 万个，但各地区发展差异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地处西南，邻接广东，今又纳

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玉林市，其乡镇图书馆的发展别具一格。 

1．1、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与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发展惜惜相关。我们不能撇开乡镇文化站大谈特谈乡镇

图书馆的发展，这无疑是无源之水说。玉林市乡镇文化站大多成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80 年代得到会面发展。

这一时期的兴业县石南镇、山心镇、城隍镇三个文化站的图书室办得最好，藏书已在 5000 册以上。1994 年由广

西发展起来的“知识工程”活动，其宗旨是在全广西实施一个以发展建设乡镇图书馆事业为目标的宏大工程。“知

识工程”建设乡镇图书馆活动，主要是通过乡镇文化站来组织实施的，同时也是文化站的建设内容。所以，乡镇

图书馆建设又有“文化站馆”之说。2000 年底玉林市 119 个乡镇全部建有了图书馆，其中万册图书馆有 28 个。

“万册图书馆”，国营大型企业和集体企业与乡镇政府共建的“结对子”乡镇图书馆，成为这一时期的阶段性标

志。 

进入 21 世纪，玉林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2001—2005 年玉林市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关于加快玉林

市文化发展的实施意见》，接着又出台了《关于对获自治区级以上奖励的文化项目表彰的奖励办法》、《玉林市

“玉贵走廊”一区四镇示范带建设方案》，把乡镇图书馆等级达标建设、自治区级图书室示范点建设、乡镇宣传

文化站、村文化室、社区（村屯）“小康文化示范户”建设等内容纳入双文明目标责任制考核，玉林市基层文化

设施建设出现了政府引导，群众自办文化的良好势头。2003 年有 44 个乡镇文化站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文化厅补助金，加上当地党委、政府各项资金配套，共投资 1232 万元。到 2006 年全市 106 年乡镇有文化站 102

个，达标乡镇文化站 54 个，乡镇图书馆（室）96 个，总藏书量 45 万多册；广西乡镇一级图书馆（室）3 个。其

中，博白县沙河镇文化站荣获“全国先进文化站”称号，其图书馆荣获“广西乡镇一级图书馆”称号，成为玉林

乡镇“站馆”建设的典范。 

1．2、乡镇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其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各乡镇发展不平衡。其二，经费紧缺。大

多数乡镇财政困窘，对文化站的投入严重不足，一些乡镇馆已经几年没有钱购买图书和征订报刊杂志了。其三，

队伍建设不稳定。乡镇政府人员机构的精简，使乡镇文化队伍出现了不稳定状态，乡镇文化站、馆负责人有的退



休离岗，文化专干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其四，乡镇图书馆服务功能萎缩，文化站馆门面冷清，馆舍有的被

挪作它用，只得以闭馆关门，保住这笔国有资产的流失，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乡镇图书馆的后续发展不力、日趋

萎缩的局面并不是耸人听闻。 

二、乡镇图书馆的发展新思路 

2．1、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仍然是乡镇图书馆建设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其一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文化政策的扶持和政府财政的支持，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立项中，把乡镇图书馆建设列为专项内容，并拨入经

费单独使用。其二，由自治区政府部门牵头，继续开展中断了的对乡镇图书馆的评估检查达标活动，每二年召开

一次全区性的基层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不断推动乡镇文化站馆的发展建设。其三，坚持政府主导和坚持群众事

业群众办的原则，和“多条腿”走路的办馆方针，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和群众等积极性，是乡镇图

书馆赖以生存的法宝。 

2．2、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和各类型图书馆的对口支援，是乡镇图书馆发展新的一条重要“输血”途径。由

政府牵头成立一个统一协调机构，每年把各级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复本，剔旧的图书，杂志作为公共财产转移的方

式，无偿调拨给乡镇图书馆。 

2．3、乡镇图书馆升格为县级公共图书馆。如，玉林市兴业县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原县级玉林市的石南镇

图书馆。1997 年玉林地区撤地设市，设置两区一县，即玉州区、福绵管理区和兴业县。现玉州区、福绵管理区尚

未建有县（区）级图书馆，本人认为玉州区的名山镇图书馆，不妨升格为玉州区图书馆；福绵管理区的樟木镇图

书馆升格为福绵管理区图书馆。因为这三个乡镇图书馆都是通过自治区验收达标的乡镇级馆，其管理人员都经过

县（市）级业务培训，业务建设多以县级图书馆的标准规范管理，整体移位升格，节省财力、人力、物力、就可

以解决乡镇图书馆长期以来的人员编制，经费严重不足的老大难问题。 

2．4、行政村级图书馆（室）兼并或晋升为乡镇级图书馆。玉林市一些经济基础较好，有优秀的领导班子

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行政村，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下，雨后春笋般的办起了村级图

书馆（室），形成了继乡镇图书馆建设高潮后的第二波乡村图书馆（室）的建设高潮，其群众基础，建设规模，

管理方式和持续发展的后劲都大大超过了乡镇图书馆的建设。如 1994 年建立起来的玉州区城西镇莲塘村图书馆，

由于区位优势，该行政村距离镇政府不到 3 公里，距玉州区政府 5 公里，所以城西镇政府一直把莲塘村图书馆作

为镇图书馆看待，镇文化站长兼任名誉馆长参与管理。2006 年来莲塘村图书馆又率先建成了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村级中心，基础设施等硬件都具备了乡镇图书馆的条件。 

2．5、乡镇图书馆改制为街道、社区图书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加快，部分乡镇和行政村

改制为城市街道和社区，乡镇图书馆和行政村图书馆亦改制为街道、社区图书馆，其服务对象由农民变为城市居

民。如玉州区的原州佩行政村现改制为玉林城区街道办事处的州佩社区，行政村图书馆变为社区图书馆。 

三、大力兴办行政村级图书馆（室），弥补乡镇图书馆抱残守缺的尴尬局面。 

本文作者曾在 2000 年第二期《图书馆界》发表的《试谈异军突起的玉林市村级图书馆群》中，谈了行政村

级图书馆崛起的原因，优势及存在问题。近 10 年来玉林市行政村级图书馆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前所说，玉林市

委、市政府这些年来也把自治区级示范点的行政村图书馆（室）、和市（地）级示范点的行政村图书馆（室）建

设的纳入双文明目标责任制考核，出台了《2001—2005 年玉林市文化发展总体规划》等文化建设规划，出现了政

府引导，群众自办文化的良好势头。全市 1403 个行政村，已有 643 个建成村级图书馆（室），许多农经社（原称

生产队）也纷纷办起了图书馆。其中，兴业县葵阳镇四新村，这个曾一度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播出

了浪子回头“活教材”的戒赌碑事迹的行政村，在村委会领导下，全村自筹 500 多万元资金投入村的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建成了青年广场、灯光球场和图书馆。北流市民乐镇政府在“玉贵走廊生态家园建设”活动中，兴建了

文体广场 7个，篮球场 23 个，村级图书室 4 个，农民书房 285 个，成为 2004 年全区基层文化建设经验交流工作

会议的先进典型。 

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已

在玉林广大农村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形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格局。行政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机构，以

其广阔的地缘区域优势，凭借悠久的历史人文地理，以及从乡土中走进城市的 3亿农民工，他们代表新兴的社会

阶层和新兴的经济力量，以其广泛的社会资源，将是推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大整合的生力军。

因此，乡村文化的复兴是必然的，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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