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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基层图书流通站 (室)建设的 

现 状 及 发 展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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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对宁夏 是忠 市利通 区基 层 

图书流通 站 (室) 的调研 ，对其 现状 、存在 问 

题进行 了分析与研 究．提 出了一 些加强基层 图 

书流通站 (室)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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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 r解基层图书流通站 (室)建设的基本情 

况 ，吴忠市图书馆深入利通区乡村 、部队和社区，对 36 

个基层图书流通站 (室)，采用查看查阅相关资料 、询问 

读者 、交流座谈等方式，对基层图书流通站 (室)的建筑 

面积 、办公设施 、从业人员 、藏书、读者服务、图书借 

阅、开展读书活动及当地的优势产业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 

研 。 

1 基层 图书流通站 (室J建设 的基本情况 

目前，利通区有 36个基层图书流通站 (室)。他们从 

各 自实际 出发，坚持 “二为”服务方 向 ，为本地区的三个 

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强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1 乡镇 (街道) 图书室得到长足 的发展 

利通 区现有 11个 乡镇 (街道)。都设立 '广文化站 图书 

富 ，各馆 藏书量 在 1 000—2 120O0册左 右 ，其 中马莲 渠 乡 

和高闸镇的藏书超过万册。建筑面积在 100平米以上的图 

书室 5个 。金积镇建成 一座 占地达 l 100平米 的夏进文化 

广场，供文化站专用。并设立了专门图书室。高闸镇作为 

宁夏吴忠利通 区的一个文化大镇 ，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曾 

先后被评为 “全 国亿万农 民健身活动先进 单位” “全 国以 

文补文先进单位”，并率先在全国创建宣传文化体育中心 

户 ，带动农村文化全 面发展 。 

1．2 部队图书室运转良好 

为了丰富部队官兵的文化生活，吴忠市图书馆加强丁 

与部队图书室 的联系 和互动 ，先 后与 l5个 部队 和武警 中 

队建立了借阅关系，推荐适合战士阅读的图书。近年来 ， 

共为部队借阅图书 2O余万册。该馆坚持常年为部队进行 

业务辅导，了解他们的读书情况，为他们解决图书流通丁 

作 中的实际问题 。并根据他们 因训练 紧张 ，不能到 图书 馆 

借还书籍的实际情况，送书到军营。同时存各部队和武警 

中队广泛组织开 展各种读 书活动 ，如 “战士读 书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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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成才读书报告会” “军地读书联谊会”等，交流读 

书心得 ，收集读书征史等。特别在每年 “八一”建军节， 

选购适合部队需要 的文学 、法律 、电脑等 图书亲 自送往军 

营，开展智力拥军。数年如一 日地坚持为部队免费借书、 

送书，极大地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 

1．3 社区图书窄起步较好 

近年来．社 区文化建设在社区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 

视。吴忠市区各级领导认识到位，非常重视社区图书室建 

设，解决了馆舍 、图书、管理人员等诸多实际问题。使一 

些衬区图书室能积搬开展活 动，搞好 读者服务。如利通 区 

裕西}十 图书室在市图书馆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下，图书借 

阅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藏书已达 1 390册 ，固定读者 

230人，流动读者 200人。社区图书室为社区居民提供文 

献信息服务．满足了居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 

1．4 家庭 图书室应 时而生 

家庭图书室在满足读者多层次、不定时的需求与服务 

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目前与市图书馆建立借阅辅导关系 

的家庭 图书室有 l1个 。在这些 家庭 图书室 中，藏书多 的 

有 5()()一6()()册 ，少的也有 l00—2()()册。图书室面积在20 

平米左右．固定读者在 5O—loo人之间，流动读者 30—6o 

人。有条件的图书室还白费征订报刊供读者阅览。他们在 

白备少量 图 书的基础上 ，不定期到市图书馆 更换 图书 ．开 

展借阅活动。 

2 基层图书站 (室 )发展 中存在 的问题 

利通区基层图书站 (室)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2．1 社区图书室管理亟待规范 

目前 大多数的社 区图书室处于初创 阶段 ，办得好 的约 

占 l／3，管理服务一I-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个别社区图书室 

徒有虚 名 ，往往 足因人 兴摩 ，因人废 窜 。许 多社 区图 书 

室 。领导 重视时 ，图书宦建起来 了，达标 验收 了，随着领 

导注意力 的转移 ，图书室如何 巩 同发 展则成 为一个 问题 。 

特别是靠赞助捐书办起来的礼区图书室 ，今后的经费如何 

解 决，有 没有新书不断补充 ，组织管理 人员素质是否 跟得 

【 ，读者工作如何开展等 ，是 一系列 十分现实叉非常 紧迫 

的问题 。 

2．2 乡镇图书室建设和发展不平衡 

由于各 乡镇经济发 展水平参差不齐 ，图书室建设 在规 

模 、速度 、形式上也 有很大差 别。 主要 表现为 ： (1) 图 

书室位鼍 不当 ．设施 简陋 。 (2)办馆 经费缺乏保 障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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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容易维持难 ，很多 乡镇 网书室 缺少后续 资金而无力购 

书。(3)服务覆盖面小 ，文献利用率低。乡镇网书室的 

读者多为乡镇f部、中学老师等，农民读者很少，服务对 

象单一。 (4)藏书建设不规范，藏书质量较差，更谈不 

上各类 书的比例适度；读者选择余地很小 ．吸引不 _『读 

者。 

3 加强基层 图书站 (室)建设的几点建议 

3． 1 加强机构设景 。建立 网络 化服务体系 

应 建设 市、县 (医)、乡镇 、村 (社 区) 4级 图 书服 

务机构 ．使图书服务的组织形式社 会化。通过业务 协作与 

业务辅导关系，使分散在各县区、各乡镇、各村 (社区) 

和各系统的多种类型 的网书馆 (室)紧密地组织起来 ，形 

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纵横交织，脉络贯通的图书 

服务体系。⋯ 

3．2 抓好标准化建设 

图书站 (室)建设 ，是一个硬件 建设和软件 建设 的综 

合工程，要在标准化上下功夫。要根据乡镇图书站 、社隧 

图书宦和家庭图书室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建设标准， 

进行 分类 指导 。建 议 乡镇 图书 站建设 面积在 100平 米 以 

上，藏书在 3 ooo册以上，有专职工作人员；每年要购置 

新书，图书经费应达到 1 000 元以上；要有 自动化办公设 

施。社 区图书室建 筑面积应在 2O平 米 以上．藏书在 l 000 

册以 上二。家庭图书室以 “四个好” 为标 准创办 ，即有 一位 

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群众读书看报提供服务的好户主； 

有一间专门用于放置书柜、书桌 、书籍、报刊的好活动场 

所；有一个生活文明、成员和睦、邻里团结的好家庭 ；有 
一

个群众居住集中 ，便于参 与活动 的好环境 。 

3．3 实行规范化科学管理 

图 书站 (室) 的科学 管理 ，是 图书站 (室 )得 以不断 

发展 的关键 一足要创新 制度保 障机制 。基层图书站 

(摩)的建设 ，领导的重视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基层图书 

室。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 的基层图书站 (室)的建设 

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长期投 入 。要 建立和创新 一套制度 

保障机制。建议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未出台前 ，先由文化 

部制定出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建设标准，推动我国基层图 

书馆 (室)建设。同时把基层图书站 (室)列入当地政府 

发展规划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提 到政府履行公 共服务职 

能的层面上。二是要建立基层网书站室工作流程。做到服 

务台读者有登记，馆、站、室互动常态化，读者服务多样 

化。 

3．4 提倡信息化建设，扩大资源共享 

信息化建设是信息时代的需要。也是图书馆走向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的图书馆中，读者不仅可以利用 

图书馆的馆藏，而且还应能方便地利片J网上资源及其他图 

书馆的共享文献信息。为此 。加速实现基层图书信息网络 

化建设尤为熏要。乡镇图书站要搭上信息高速公路的快 

车 ，为读者提供多种形式 的服务。 

3．5 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途径 

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原则上是由乡镇政府投资兴建。但 

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完全依靠政府办文化站还有很多困 

难 ，各地可 以根据本地 区的实际情况 ，摸索 出切实可行 的 

站 、室模式 。一是厂站联办 。在乡镇企业发达 的地区 可以 

由乡镇文化站和当地的一家或数家企业联合办馆 (室)， 

确保 办 馆经费 来 源。利 通 Ⅸ金积 镇 在夏 进 乳 品J 的 资助

下 ，建 成 占地 l l2O乎米 的夏 进文 化广场 ．就足 一个成 功 

的典范。二是鼓励扶持先富起来的有识之士，投资文化产 

业、文化事业。如高闸镇关立华前几年靠养殖、贩运等积 

累资金 30多万元 ，全部投资兴建文化娱乐设施。建成占 

地 1．7亩 、四合 院式的文 化体育活 动场所 。内有图 书阅览 

室、棋牌室、早冰场等娱乐设施，大部分免费开放；并 自 

费征订吴忠 日报 、宁夏 日报等十 几种报刊 。免费供 乡邻 闲 

暇时阅读。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创办为特殊群众服务的特色 

图书活动室。利通医 七桥街道办事处 ，根据同族群众聚集 

清真寺礼拜的特点，与清真寺阿訇 、寺管会成员共同创办 

了秦桥清真大寺图书借阅站，使广大穆斯林群众在上 礼 

拜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政策法律及科技知识，满足了穆斯林 

群众学文化、学知识及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需求 ，深受回 

族群众的欢迎。这一试点的创办，为我们搞好基层群众文 

化工作开辟 了一 条新 的途径 。 

3．6 围绕各乡镇的优势特色产业 ，建设特色 图书站 

(室) 

无论乡文化站图书室。还是家庭图书摩。其经费都是 

有限的 ，应该把有 限的经费花在 刀刃上 ，形成 自己 的藏 书 

特色和服务特色。乡镇文化站图书富的藏书应结合本地区 

的经济建设需求、本地区的优势主导产业及本地区农民对 

科学文化 、脱贫致 富的要 求去配最 。应通过调查研 究 ，有 

的放矢 、 地制宜做 好 书刊收藏 ’I：作 。 乡镇企 业较为发 达 

的地区应着重考虑某一类或几类技术含量较高的书刊为重 

点 ，注重收藏 的专业性 、系统性 ；还 可以根据 乡镇经济 发 

展的需要 ．以某一有 发展前途的行业 为重点 ，彤 成藏书 重 

点和特色。 同时，在服务特色上下功夫。应根据各个时 

期的不同要求，各个地区的个体情况 ，有所侧重地搞好特 

色服务 ；欠发达地 区可以针对文盲人 口多这一情 况 ，开展 

扫盲、普及文化知识的服务；而发达地区可以在开展信息 

服务 丁=作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摸索行之有效的服务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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